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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撮要行政撮要行政撮要行政撮要 

《澳門青年指標 2004-2006 趨勢分析》參考了《澳門青年指標 2004》、《澳門青

年指標 2005》、《澳門青年指標 2006》的內容，選取了 57 項指標數據資料進行了

趨勢分析的工作。本報告書所涉及的各項指標在十個領域之分佈如下: 

 

（一） 人口、婚姻與家庭（7 項指標） 

青年人口比例、青年人口構成、平均初婚年齡、單親家庭數、按年

齡劃分的新移民分佈、出生率與死亡率、結婚與離婚率。 

 

（二） 身心健康（8 項指標） 

平均睡眠時間、吸煙酗酒情況、疾病分類、性徵出現年齡、性知識、

人際關係、婚前性行為比率、自殺率（數）。 

 

（三） 教育與培訓（9 項指標） 

各級學生與教師數、本地大學生所修專業分類、離澳就學的地點和

專業、成人教育及職業培訓情況、人均公共教育開支（政府支出）、

青年教師佔教師總數比重、各級學校升學率、輟學率、各類學校學

生比率。 

 

（四） 勞動力與就業（5 項指標） 

青年就業情況、每周工作時數、青年平均收入、青年勞動力及技術

構成、教育程度與所得之關係。 

 

（五） 文娛康體活動（5 項指標） 

人均個人擁有圖書數量、每天平均閱讀時間、閒暇活動內容和時間

分配、圖書館數量及使用人次、文化活動參與率。 

 

（六） 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4 項指標） 

青年社團數目與種類、社會參與情況（包括義工）、選舉（政治）

投票參與、青年政策參與。 

 

（七） 青年犯罪與行為偏差（4 項指標） 

犯罪人數及分類、吸毒與藥物濫用、偏差行為種類、比例、少年感

化院及監獄人數變化。 

 

（八） 價值觀（8 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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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觀念、就業價值觀、婚姻與性觀念、人生價值觀、家庭價值觀、

社會價值觀、青年與父母觀念比較、宗教信仰。 

 

（九） 消費與生活質量（4 項指標） 

住房情況、（零用錢）收入及來源、開支（數目）及比例分配、家

庭負擔。 

 

（十） 社會環境與青年政策（3 項指標） 

社會環境發展趨勢、青年政策變化、社會對青年問題重視度。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婚姻與家庭婚姻與家庭婚姻與家庭婚姻與家庭 

 

據 2003 年至 2005 年澳門居住人口估計，13-29 歲青年人口由 2003 年的

118817 人增加至 2005 年的 130521 人。三年間 13-29 歲女性人口數及佔澳門總人

數之百分比均較男性為高。2003 年以 16 歲人數最多，26 歲人數最少；2005 年

以 18 歲人數最多，28 歲人數最少。 

據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13-29 歲的男性及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2003 年

至 2005 年間均下降了 0.6 歲，而以整體人口計算，2003 年至 2005 年間澳門女性

初婚年齡中位數下降了 0.6 歲，而男性則下降了 0.3 歲。 

據社會工作局資料顯示，有 13-29 歲家庭成員的單親家庭，由 2004 年的 1468

個上升至 2005 年的 1484 個，增加了 16 個。 

據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2001 年至 2005 年間，13-29 歲來自中國大陸之

合法移民數目變化較大，其中以 2004 年 13-29 歲的合法移民數字變化最為顯著，

有 1483 人。15-19 歲組及 25-29 歲組的合法移民數目每年均較其他歲組為多。在

出生率方面，2003 年至 2005 年間每一萬名 13-29 歲人口對應的 13-29 歲女性所

生活嬰數目由 123 人增加至 129 人。在死亡率方面，2003 年至 2005 年間每一萬

名 13-29 歲人口對應之同歲組死亡人數有 3 人。在結婚率及離婚率方面，2003

年至 2005 年間均有上升及下降的變化，2003 年 13-29 歲結婚率為每一萬人有 78

宗，2004 年每一萬人有 101 宗，2005 年每一萬人有 97 宗；2003 年 13-29 歲離婚

率為每一萬人有 6 宗，2004 年每一萬人有 8 宗，2005 年每一萬人有 7 宗。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身心健康身心健康身心健康身心健康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每天平均

睡眠時間由 2004 年的 6 小時 57 分鐘上升至 2005 年的 7 小時 25 分鐘，翌年再略

為減少了 1 分鐘。青年在吸煙情況方面，受訪者表示「沒有」吸煙行為由 2004

年的 89.2%增加至 2006 年的 93.2%，而表示「有」的，則由 2004 年的 10.8%下

降至 6.7%；青年在飲用含酒精飲料情況方面，受訪者表示「沒有」飲用含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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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料的三年間有持續上升的趨勢，由 2004 年的 62.4%增加至 2006 年的 74.5%，

而表示「有」的，三年間亦有持續下降的趨勢。 

    據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在 2004 年至 2005 年間必須申報疾病中 15-29 歲

青年人口的數目，兩年間變化不大，由 266 人增加至 268 人。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以生鬍子為男性

性徵的基準，男性性徵出現平均年齡由 2005 年的 15.1 歲下降至 2006 年的 14.7

歲；而女性方面，以開始有月經為女性性徵的基準，女性性徵出現平均年齡由

2005 年的 12.7 歲下降至 2006 年的 12.45 歲。在青年的性知識方面，2006 年的受

訪者答對各項有關性知識的問題均較 2005 年為低，答對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56.6%下降至 2006 年的 50.6%，下降了 6.0%。在人際關係方面，較多受訪者認

為與家人關係、與同學/同事關係及與友輩/社群關係屬於好的方面，其中認為與

家人關係屬於好的方面在 2004 年佔 66.3%，在 2005 年下降至 63.0%，但在 2006

年回升至 65.2%。在婚前性行為方面，未婚受訪者在被訪前的過去一個月表示

「有」曾經進行過性交行為的由 2005 年的 12.2%下降至 2006 年的 11.4%。 

    據統計暨普查局資料，死因為自殺的 15-29 歲青年人口數目由 2004 年的 12

人下降至 2005 年的 9 人。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教育與培訓教育與培訓教育與培訓教育與培訓  

 

據教育暨青年局資料，全澳非高等教育學生總人數由 2002/2003 學年的

99183 人下降至 2004/2005 學年的 95485 人，減少了 3698 人。全澳非高等教育教

師總人數由 2002/2003 學年的 4077 人上升至 2004/2005 學年的 4399 人，增加了

322 人。 

據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資料，修讀本澳高等教育各類學位及文憑課程的本地

生註冊人數在 2002/2003 學年有 9447 人，2003/2004 學年上升至 13129 人，在

2004/2005 學年則下降至 11189 人。 

據教育暨青年局資料，離澳就學的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人數由 2003/2004 學

年的 1686 人下降至 2004/2005 學年的 1437 人，其中除了往內地及英國的人數上

升外，往其餘國家／地區的人數均下降。 

據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資料顯示，15-29 歲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佔 15-29

歲年中人口數目的比例由 2002/2003 學年的 42.3%下降至 2003/2004 學年的

38.7%，之後在 2004/2005 學年則回升至 41.4%。 

據教育暨青年局資料，在 2002 年至 2005 年間，非高等教育公共開支由 2002

年的十億七百萬澳門元增加至 2005 年的十二億七百萬澳門元，人均公共教育開

支在四年間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在青年教師人數方面，29 歲或以下教師由

2002/2003 學年的 1316 人下降至 2003/2004 學年的 1202 人，到 2004/2005 學年則

上升至 1405 人，在 2002/2003 至 2004/2005 學年間，29 歲或以下幼稚園教師、

小學教師及中學教師佔總體教師的人數及百分比均有先下降後回升的現象。在升

學率方面，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升學率由 2002/2003 學年的 85%(13-29 歲)／

90.5%(所有學生)增加至 2004/2005 學年的 87.9%(13-29 歲)／92.5%(所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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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年間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在輟學率方面，在 2001/2002 至 2003/2004 學年

間有上升的趨勢，由 0.66%增加至 0.84%，但在 2004/2005 學年則下降至 0.65%。

在 2002/2003 至 2004/2005 學年間各類學校學生比率方面，公立學校方面，幼兒

及小學學生佔該學年學生總人數的百分比有下降的趨勢，而中學及特殊教育學生

在三學年間則有上升的趨勢。私立學校方面，幼兒及小學學生佔該學年學生總人

數的百分比有下降的趨勢；中學學生在三學年間則有上升的趨勢；而特殊教育學

生所佔的百分比則維持一樣。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勞動力與就業勞動力與就業勞動力與就業勞動力與就業 

 

據統計暨普查局資料，2003 年至 2005 年間勞動力參與率(14-29 歲)持續上

升，失業率(14-29 歲)持續下降，就業不足率(14-29 歲)持續下降。每周工作時數

方面，按每周實際工作時數統計之 14-29 歲的就業人口中，2004 年至 2005 年間

以每周實際工作時數為 45-49 小時的最多，兩年間以每周實際工作時數最少為

35-39 小時。青年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方面，14-29 歲總體中位數由 2003

年的 4,403 澳門元上升至 2005 年的 5,663 澳門元，增加了 1,260 澳門元。據就業

調查資料顯示，2003 年至 2005 年間，澳門 14-29 歲的就業人口中「文員」所佔

比例每年均為最高；而「專業人員」、「機台、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及「其

他」在三年間均出現逐年下降的現象。按最高受教育程度統計之 14–29 歲就業人

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14-29 歲總體之中位數由 2003 年的 4,403 澳門元上升至

2005 年的 5,663 澳門元。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文娛康體活動文娛康體活動文娛康體活動文娛康體活動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青年受訪者過去

一年平均總藏書量由 2004 年的 29.3 本上升至 2005 年的 38.2 本，在 2006 年則下

降至 36.3 本。青年每天因學習而閱讀、因消閒而閱讀及閱讀報章均以「1 小時內」

所佔的百分比最高，每天因學習而閱讀以「1 小時內」升幅最多，三年間上升了

20.3%。青年受訪者在受訪前過去一星期最常參與的各種閒暇活動，三年間增幅

最多的為「電腦上網」，其平均時間增加了 0.95 小時，其次是「看電視」，其平

均時間增加了 0.61 小時。 

據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資料，澳門的圖書館/室於 2003 年共有 242

間，至 2006 年已增加至 256 間，四年間增加了 14 間。 

據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資料，13-29 歲申請讀者證總人數由 2003 年的 5706

人下降至 2005 年的 3201 人。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參與傳統中西

文化活動」、「到文化中心欣賞文藝節目」及「到博物館參觀」三項活動的參與百

分比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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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 

     

據教育暨青年局資料，2005 年至 2006 年間截至每年的 5 月計算，在該局登

記的青年社團，由 2005 年的 110 個增加至 2006 年的 112 個，增加了 2 個。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賣旗/公益活

動」、「關注社區事務活動」、「義工服務」及「參加社區康樂活動」四項活動的參

與百分比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據行政暨公職局資料， 2004 年至 2006 年間，18-29 歲已經登記的選民人數

由 2004 年的 23197 人上升至 2005 年的 38107 人，但在 2006 年則下降至 35283

人；其中 20-24 歲及 25-29 歲三年間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表示曾參

與青年政策制定討論的，在 2006 年上升了 2.1%。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青年犯罪與行為偏差青年犯罪與行為偏差青年犯罪與行為偏差青年犯罪與行為偏差 

 

據保安協調辦公室資料：2003 年至 2005 年間 13-20 歲觸犯法例人數由 617

人升至 773 人。三年間非法販賣藥物人數由 2003 年的 24 人，上升至 2004 年的

42 人，再回落至 2005 年的 18 人。 

據社會工作局資料，該局轄下的戒毒綜合服務中心 13-29歲求助人數由 2003

年的 76 人上升至 2004 年的 90 人，再下降至 2005 年的 71 人。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兩年間最多人參

與的偏差行為都是以「講粗口」最多，在 2006 年下降了 2.9%。在眾多項目之中，

以「欠交功課」的升幅最多，兩年間上升了 29.3%。 

據法務局資料，澳門少年感化院 13 歲或以上的在院人數由 2003 年的 92 人

下降至 2004 的 73 人，再回升至 2005 年的 81 人。據澳門監獄資料，16-29 歲在

獄人數由 2003 年的 549 人下降至 2004 的 517 人，再回升至 2005 年的 523 人。 

      

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在教育價值觀方

面，只有「學校的教育對個人成長有幫助」的同意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84.2%上

升至 2006 年的 85.8%，而其餘五項的同意百分比都是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

的是「整體澳門人的知識水平很低」，下降了 9.3%。在就業價值觀方面，除「本

澳就業市場充滿機會」和「你清楚自己現時/將來的職業取向」分別下降 11.0%

和 7.5%之外，其他四項的同意百分比都是上升。在婚姻與性觀念方面，兩年間

除「伴侶因濫交而患上愛滋病」的接受百分由 2005 年 5.8%上升至 6.5%，其餘

十項的接受百分比都是下降。在人生價值觀方面，除了「富裕的生活才活得有價

值」的同意百分比是先升後降，而其餘五項的同意百分比都是逐年下降，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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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業/事業上，你已訂立目標」的轉變最大，同意百分比下降了 17.7%。在家

庭價值觀方面，除「男主外，女主內想法是對的」的同意百分比是先升後降，其

餘六項的同意百分比都是逐年下降。在社會價值觀方面，只有反向問題的「博彩

業盛行，對社會帶來負面影響」和「對於澳門未來的發展，你感到無信心」兩項

同意百分比上升，而其餘六項的同意百分比都是下降。在青年與父母的觀念比較

方面，除了「整體來說，在社會觀念方面，你認為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

同」的相同百分比上升外，其餘的六項的相同百分比都是下降。在宗教信仰觀念

方面，兩年間只有「宗教信仰是導人向善的」的同意百分比下降，而其餘三項的

同意百分比都是上升。 

 

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   消費與生活質量消費與生活質量消費與生活質量消費與生活質量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最主要的

居住環境是「私人樓宇」，由 2004 年的 78.7%下降至 2005 年的 70.7%，再回升

至 2006 年的 72.7%。在收入及來源方面，受訪者的主要收入來源以「父母」為

主，所佔的百分比由 2004 年的 63.2%上升至 2005 年的 66.3%，再下降至 2006

年的 59.7%。在開支及分配方面，受訪者的平均個人開支，三年間均有逐年上升

的趨勢，由 2004 年的 1,898.2 澳門元上升至 2006 年的 2,457.5 澳門元，增加了

559.3 澳門元。在家庭負擔方面，每月需要負擔家庭經濟的男青年受訪者，由 2004

年的 26.0%下降至 2005 年的 19.0%，並於 2006 年回升至 26.4%；在女青年受訪

者方面，亦同樣出現先下降後回升的現象。受訪者每天投入最多時間為「清潔家

居/做家務」，但所投入的時間三年間有下降的趨勢。 

 

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  社會環境與青年政策社會環境與青年政策社會環境與青年政策社會環境與青年政策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在色情事業的發

展對青年人不同層面影響的同意度方面，「影響家庭關係」、「增加青少年就業率」

及「影響工作」三項在兩年間的同意百分比均有上升。 

從 1988 年到 2005 年期間，澳門青年政策較著重於青年的體育、活動場地、

文化及犯罪等事務領域，尤其近年更著重青年的研究、就業、培訓、外展輔導等

方面；此外，澳門政府還重視以科技、旅遊等範疇帶動地區青年事務領域之發展。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在社會大眾對青

年問題關注/重視的足夠度方面，認為「足夠」及「非常足夠」的百分比出現先

下降後回升的現象，兩項百分比由 2004 年的 21.8%下降至 2005 年的 21.0%，再

於 2006 年回升至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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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編者的話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青年事務委員會自 2003 年設立“澳門青年指標體系”專責小組，為跟進有

關澳門青年指標體系各項指標資料搜集及研究的具體工作提供意見，而教育暨青

年局亦隨即展開澳門青年指標 10 個領域、80 項指標的第一期資料搜集工作。 

 

第一期資料搜集工作以每年為一階段，分三年共三階段進行（2004 年至 2006

年），目標是在三年間完成搜集 80 項青年指標。按工作計劃所定，編輯小組在過

去年間已順利完成包含 42 項指標的《澳門青年指標 2004》、65 項指標的《澳門

青年指標 2005》及 80 項指標的《澳門青年指標 2006》。 

 

為展示及了解本澳青年在過去年間的情況及變化，本書選取了在第一期資料

搜集所得的指標數據資料，經整理及分析後以趨勢形式展示歷年的數據以作比

較。另外，本報告書為達至客觀、簡明之目的，編輯小組在引用有關文字及資料

的過程中，曾修改文句中相關的文字或字詞。 

 

透過澳門青年指標的建立，相信能讓各界人士對本澳 13-29 歲青年發展及變

化有更完整的認識，從而更瞭解青年不同的興趣和需要，並提供特區政府有關部

門，作為制定未來相關政策的參考。 

 

最後，感謝在第一期資料搜集年間曾提供協助以及曾就本趨勢分析報告書編

寫過程中提供意見的部門及機構。澳門青年指標之能順利建立，實有賴他們所提

供的充分合作和支持。在未來的指標研究及資料搜集工作，繼續歡迎澳門青年指

標的用家讀者，向編輯小組提出意見，以持續優化和豐富此項研究工作，讓我們

能掌握更有用的數據資料，以了解本澳青年的成長及發展狀況。 

 

 

“澳門青年指標體系”指標資料搜集編輯小組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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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數據來源數據來源數據來源數據來源 

 

《澳門青年指標 2004-2006 趨勢分析》數據資料來源主要引用自包含 42 項

指標數據的《澳門青年指標 2004》、65 項指標數據的《澳門青年指標 2005》及

80 項指標數據的《澳門青年指標 2006》中，當中所包含的各項指標搜集途徑主

要涉及兩大類別： 

 

(一) 由政府部門/機構提供的資料（簡稱：數據收集），共 29 項； 

(二) 透過社會調查搜集的第一手資料（簡稱：社會調查），共 30 項。 

 

本報告書 57 項指標中，有 2 項指標之搜集途徑均涉及「數據收集」及「社會調

查」。 

 

趨勢分析趨勢分析趨勢分析趨勢分析 

 

 《澳門青年指標 2004-2006 趨勢分析》選取了上述三份報告書當中 57 項的

指標項目資料，進行比較及分析，選取過程中考慮因素包括：數據須具備兩年或

以上的資料；在數據收集方面所搜集的數據，一般以簡單數值作比較，而從社會

調查方面所搜集的數據，由於每年的樣本數量不同，一般以百分比形式作比較，

並在每年度對應的資料上標示出其樣本數量。 

 

表 1 展示各項指標於十大領域及搜集途徑之分佈情況。 

 

表 1：按十大領域及搜集途徑劃分之 57 項指標分佈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數據收集數據收集數據收集數據收集 社會調查社會調查社會調查社會調查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婚姻與家庭婚姻與家庭婚姻與家庭婚姻與家庭 

青年人口比例 

青年人口構成 

平均初婚年齡 

單親家庭數 

按年齡劃分的新移民分佈 

出生率與死亡率 

結婚與離婚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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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數據收集 社會調查 

身心健康身心健康身心健康身心健康 
疾病分類 

自殺率（數）
註 1

 

平均睡眠時間 

吸煙酗酒情況 

性徵出現年齡 

性知識 

人際關係 

婚前性行為比率 

自殺率（數） 註 1
 

教育與培訓教育與培訓教育與培訓教育與培訓 

各級學生與教師數 

本地大學生所修專業分類 

離澳就學的地點和專業 

成人教育及職業培訓情況 

人均公共教育開支（政府支出） 

青年教師佔教師總數比重 

各級學校升學率 

輟學率 

各類學校學生比率 

--- 

勞動力與就業勞動力與就業勞動力與就業勞動力與就業 

青年就業情況 

每周工作時數 

青年平均收入 

青年勞動力及技術構成 

教育程度與所得之關係 

--- 

文娛康體活動文娛康體活動文娛康體活動文娛康體活動 
圖書館數量及使用人次 

 

人均個人擁有圖書數量 

每天平均閱讀時間 

閒暇活動內容和時間分配 

文化活動參與率 

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 

 

青年社團數目與種類 

選舉（政治）投票參與
註 1

 

 

社會參與情況（包括義工） 

選舉（政治）投票參與
註 1 

青年政策參與 

青年犯罪與行為偏差青年犯罪與行為偏差青年犯罪與行為偏差青年犯罪與行為偏差 

 

犯罪人數及分類 

吸毒與藥物濫用 

少年感化院及監獄人數變化 

 

偏差行為種類、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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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數據收集數據收集數據收集數據收集 社會調查社會調查社會調查社會調查 

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 --- 

教育觀念 

就業價值觀 

婚姻與性觀念 

人生價值觀 

家庭價值觀 

社會價值觀 

青年與父母觀念比較 

宗教信仰 

消費與生活質量消費與生活質量消費與生活質量消費與生活質量 --- 

住房情況 

（零用錢）收入及來源 

開支（數目）及比例分配 

家庭負擔 

社會環境與青年政策社會環境與青年政策社會環境與青年政策社會環境與青年政策 --- 

社會環境發展趨勢 

青年政策變化 

社會對青年問題重視度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9 30 

註：（1） 該項指標之搜集途徑均涉及「數據收集」及「社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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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婚姻與家庭婚姻與家庭婚姻與家庭婚姻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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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青年人口比例 

 

表表表表 1.1a：：：：13-29 歲青年人口中各歲的比例歲青年人口中各歲的比例歲青年人口中各歲的比例歲青年人口中各歲的比例（（（（2003-2005）））） 

百分比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2003 2004 2005 

13 6.7 6.2 5.8 

14 7.3 6.5 6.0 

15 7.3 7.1 6.3 

16 7.3 7.2 6.9 

17 7.2 7.3 7.0 

18 6.8 7.2 7.1 

19 6.3 6.7 6.9 

20 5.9 6.2 6.6 

21 5.4 5.8 6.2 

22 4.9 5.4 5.8 

23 4.9 4.9 5.4 

24 5.0 4.9 5.0 

25 4.9 5.0 4.9 

26 4.8 4.9 5.1 

27 4.9 4.8 5.0 

28 5.0 4.9 4.9 

29 5.4 5.0 5.0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4-2006。。。。 

 

據 2003 年至 2005 年澳門居住人口估計，13-29 歲人口中，2003 年以 14-17

歲青年人所佔的百分比最高，2004 年以 15-18 歲青年人所佔的百分比最高，2005

年以 16-19 歲青年人所佔的百分比最高。 

 

圖一：13-29 歲青年人口中各歲的比例（2003-2005） 

 

 

 

 

 

 

 

 

 

 

圖一：13-29歲青年人口中各歲的比例(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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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b：：：：13-29 歲人口歲人口歲人口歲人口數目及數目及數目及數目及佔澳門總人口之百分比佔澳門總人口之百分比佔澳門總人口之百分比佔澳門總人口之百分比（（（（2003-200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歲組歲組歲組歲組 
2003 2004 2005 

13-29  118817(26.5) 123662(26.6) 130521(26.7) 

人口總數人口總數人口總數人口總數 448495(100.0) 465333(100.0) 488144(1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4-2006。。。。 

(   ) 表示該歲組佔總人口之百分比。 

註:(1) 參考期為每年 12 月 31 日。 

 

據 2003 年至 2005 年澳門居住人口估計，13-29 歲青年人口有逐年上升的趨

勢，由 2003 年的 118817 人增加至 2005 年的 130521 人。13-29 歲人口佔澳門總

人口的百分比亦由 2003 年的 26.5%增加至 2005 年的 26.7%。 

 

 

 

圖二：13-29 歲人口數目及佔澳門總人口之百分比（2003-2005） 

 

 

 

 

 

 

 

 

 

 

 

 

 

 

 

 

 

 

 

 

圖二：13-29歲人口數目及佔澳門總人口之百分比

(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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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c：：：：按性別劃分之按性別劃分之按性別劃分之按性別劃分之 13-29 歲人口歲人口歲人口歲人口及及及及佔澳門總人口之百分比佔澳門總人口之百分比佔澳門總人口之百分比佔澳門總人口之百分比（（（（2003-2005）））） 

 

歲組歲組歲組歲組 

2003 2004 2005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3-29  
57091 

(12.7) 

61726 

(13.8) 

59917 

(12.9) 

63745 

(13.7) 

63948 

(13.1) 

66573 

(13.6) 

人口總數人口總數人口總數人口總數 
448495 

(100.0) 

465333 

(100.0) 

488144 

(1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4-2006。。。。 

(   ) 表示該歲組佔總人口之百分比。 

註:(1) 參考期為每年 12 月 31 日。 

 

 據 2003年至 2005年澳門居住人口估計，2003年 13-29歲男性人口數為 57091

人，佔該年總人口的 12.7%，2005 年 13-29 歲男性人口數為 63948 人，佔該年總

人口的 13.1%，三年間 13-29 歲男性人口數及佔澳門總人口之百分比均有上升的

趨勢。 

 

 2003 年 13-29 歲女性人口數為 61726 人，佔該年總人口的 13.8%，2005 年

13-29 歲女性人口數為 66573 人，佔該年總人口的 13.6%，三年間 13-29 歲女性

人口數有上升的趨勢，而佔澳門總人口之百分比則有下降的趨勢。 

 

 

 

 

圖三：按性別劃分之 13-29 歲人口及佔澳門總人口之百分比（2003-2005） 

 

 

 

 

 

 

圖三：按性別劃分之13-29歲人口及佔澳門總人口之百分比
（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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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青年人口構成 

 

表表表表 1.2：：：：13-29 歲青年各歲人口總歲青年各歲人口總歲青年各歲人口總歲青年各歲人口總數數數數（（（（2003-2005）））） 

年份 

 

年齡 

2003 2004 2005 

13 7907 7703 7545 

14 8622 8051 7814 

15 8643 8835 8197 

16 8730 8930 9036 

17 8554 9034 9158 

18 8096 8843 9277 

19 7479 8323 9065 

20 6988 7669 8635 

21 6451 7197 8078 

22 5872 6654 7593 

23 5814 6071 7046 

24 5984 6008 6462 

25 5850 6173 6434 

26 5657 6043 6644 

27 5772 5875 6542 

28 5949 6019 6413 

29 6449 6234 6582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18817 123662 130521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4-2006。。。。 

註:(1)參考期為每年 12 月 31 日。 

 

據 2003 年至 2005 年澳門居住人口估計，13-29 歲青年人口總數由 118817

人上升至 130521 人。 

 

2003 年以 16 歲人數最多，26 歲人數最少；2004 年以 17 歲人數最多，27

歲人數最少；2005 年以 18 歲人數最多，28 歲人數最少。另 2005 年 16-29 歲的

人數都較 2003 年的 16-29 歲的人數有所增加，2005 年 13-15 歲的人數都較 2003

年的 13-15 歲的人數有所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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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3-29 歲青年各歲人口總數（2003-2005）

圖四：13-29歲青年各歲人口總數（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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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平均初婚年齡 

 

表表表表 1.3：：：：平均初婚年齡平均初婚年齡平均初婚年齡平均初婚年齡（（（（2003-2005）））） 

 

 中位數中位數中位數中位數(歲歲歲歲) 

 2003 2004 2005 

13-29 歲的女性初婚年齡歲的女性初婚年齡歲的女性初婚年齡歲的女性初婚年齡 25.7 25.7 25.1 

13-29 歲的男性初婚年齡歲的男性初婚年齡歲的男性初婚年齡歲的男性初婚年齡 26.7 26.4 26.1 

女性初婚年齡女性初婚年齡女性初婚年齡女性初婚年齡 27.5 27.5 26.9 

男性初婚年齡男性初婚年齡男性初婚年齡男性初婚年齡 30.0 30.1 29.7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4-2006。。。。 

 

13-29 歲的女性青年初婚年齡中位數，2003 年為 25.7 歲，2005 年為 25.1 歲，

下降了 0.6 歲。 

 

13-29 歲的男性青年初婚年齡中位數，2003 年為 26.7 歲，2005 年為 26.1 歲，

下降了 0.6 歲。 

 

以整體人口計算，2003 年至 2005 年間澳門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下降了 0.6

歲，而男性初婚年齡中位數下降了 0.3 歲。 

 

 

 

圖五：平均初婚年齡（2003-2005） 

 

 

 

 

 

 

 

 

 

 

 

 

圖五：平均初婚年齡（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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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單親家庭數 

 

表表表表 1.4：：：：13-29 歲單親家庭數歲單親家庭數歲單親家庭數歲單親家庭數（（（（2004-2005）））） 

 

 

單親家庭單親家庭單親家庭單親家庭 

(個個個個) 

有有有有 13-29 歲青年的歲青年的歲青年的歲青年的 

單親家庭單親家庭單親家庭單親家庭 

(個個個個) 

2004 2005 2004 2005 

收取社收取社收取社收取社會會會會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局單親援助局單親援助局單親援助局單親援助

金的家庭金的家庭金的家庭金的家庭 
1737 1758 1270 1434 

單親家庭支援網絡單親家庭支援網絡單親家庭支援網絡單親家庭支援網絡 

(沒有收取社沒有收取社沒有收取社沒有收取社會會會會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局單親局單親局單親局單親

援助金的家庭援助金的家庭援助金的家庭援助金的家庭) 

290 72 198 50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027 1830 1468 148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社會工作局提供社會工作局提供社會工作局提供社會工作局提供，，，，2005-2006。。。。 

 

據社會工作局資料顯示，單親家庭總數由 2004 年的 2027 個下降至 2005 年

的 1830 個，減少了 197 個，而其中有 13-29 歲家庭成員的單親家庭，由 2004 年

的 1468 個上升至 2005 年的 1484 個，增加了 16 個。 

 

其中，在收取社會工作局單親援助金的家庭方面，由 2004 年的 1737 個上升

至 2005 年的 1758 個，增加了 21 個；而當中有 13-29 歲家庭成員亦由 2004 年的

1270 個上升至 2005 年的 1434 個，增加了 164 個。 

 

在單親家庭支援網絡方面，沒有收取社會工作局單親援助金及在該局內暫未

有檔案的單親家庭由 2004 年的 290 個下降至 2005 年的 72 個，減少了 218 個；

而當中有 13-29 歲家庭成員的亦由 2004 年的 198 個下降至 2005 年的 50 個，減

少了 14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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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3-29 歲單親家庭數（2004-2005） 

 

 

 

 

圖六：13-29歲單親家庭數(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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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按年齡劃分的新移民分佈 

 

表表表表 1.5：：：：13-29 歲來自中國大陸之合法移民數目歲來自中國大陸之合法移民數目歲來自中國大陸之合法移民數目歲來自中國大陸之合法移民數目(2001-200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歲組歲組歲組歲組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13-14 152 97 74 214 101 

15-19 184 444 183 932 423 

20-24 48 17 31 51 45 

25-29 201 250 218 286 334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585 808 506 1483 90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5-2006。。。。 

 

2001 年至 2005 年間，13-29 歲來自中國大陸之合法移民數目變化較大，其

中以 2004 年的合法移民數字變化最為顯著，由 2003 年的 506 人增加至 2004 年

的 1483 人，增加了 977 人。然而，2005 年來自中國大陸之合法移民數目下降至

903 人，較 2004 年減少了 580 人。另 25-29 歲的合法移民數目有增加的趨勢。 

 

2001 年至 2005 年間，15-19 歲組及 25-29 歲組的合法移民數目每年均較其

他歲組為多。 

 

 

 

 

圖七：13-29 歲來自中國大陸之合法移民數目(2001-2005) 

 

 

 

 

 

 

 

 

 

 

 

 

圖七：13-29歲來自中國大陸之合法移民數目(200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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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出生率與死亡率 

 

表表表表 1.6：：：：出生率與死亡率出生率與死亡率出生率與死亡率出生率與死亡率(2003-2005) 

            千分比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出生率與死亡率出生率與死亡率出生率與死亡率出生率與死亡率 
2003 2004 2005 

13-29 歲女性所生活嬰數目與歲女性所生活嬰數目與歲女性所生活嬰數目與歲女性所生活嬰數目與 13-29歲歲歲歲

平均人口數目之比例平均人口數目之比例平均人口數目之比例平均人口數目之比例 
12.3 12.7 12.9 

出生率出生率出生率出生率(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7.2 7.2 7.7 

13-29 歲死亡人數與歲死亡人數與歲死亡人數與歲死亡人數與 13-29 歲平均人口歲平均人口歲平均人口歲平均人口

數目之比例數目之比例數目之比例數目之比例 
0.3 0.3 0.3 

死亡率死亡率死亡率死亡率(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3.3 3.4 3.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4- 2006。。。。 

 

13-29 歲女性所生活嬰數目與 13-29 歲平均人口數目之比例方面，2003 年至

2005 年間有略為上升的趨勢，每一萬名 13-29 歲人口對應的 13-29 歲女性所生活

嬰數目由 123 人增加至 129 人。比較整體出生率，2003 年至 2005 年間有略為上

升的趨勢，每一萬名人口對應的活嬰數目由 72 人增加至 77 人。 

 

13-29 歲死亡人數與 13-29 歲平均人口數目之比例方面，2003 年至 2005 年

間並沒有變化，每一萬名 13-29 歲人口對應之同歲組死亡人數有 3 人。比較整體

死亡率方面，2003 年至 2005 年間略有變化，每一萬名人口對應的死亡人數由 33

人增加至 3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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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出生率與死亡率(2003-2005) 

 

 

 

 

 

 

 

 

 

 

 

 

 

 

 

 

 

 

 

 

 

 

圖八：出生率與死亡率(2003-2005)

12.912.7
12.3

7.7
7.27.2

0.30.30.3

3.43.43.3

0

2

4

6

8

10

12

14

2003 2004 2005

百

分

比

13-29歲女性所生活嬰數目與13-29歲平均人口數目之比例
出生率(整體)
13-29歲死亡人數與13-29歲平均人口數目之比例
死亡率(整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澳門青年指標 2004-2006 趨勢分析                 13 

1.7 結婚與離婚率 

 

表表表表 1.7：：：：結婚結婚結婚結婚率率率率與離婚率與離婚率與離婚率與離婚率(2003-2005) 

千分比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結婚結婚結婚結婚率率率率及離婚率及離婚率及離婚率及離婚率 
2003 2004 2005 

結婚率結婚率結婚率結婚率(13-29 歲歲歲歲) 7.8 10.1 9.7 

結婚率結婚率結婚率結婚率(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2.9 3.8 3.6 

離婚率離婚率離婚率離婚率(13-29 歲歲歲歲) 0.6 0.8 0.7 

離婚率離婚率離婚率離婚率(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1.0 1.0 1.2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4 -2006。。。。 

 

2003 年至 2005 年 13-29 歲結婚率均有上升及下降的變化，2003 年 13-29 歲

結婚率為每一萬人有 78 宗，2004 年每一萬人有 101 宗，2005 年每一萬人有 97

宗，比較整體結婚率，2003 年至 2005 年整體結婚率亦有上升及下降的變化，2003

年每一萬人中約有 29 宗結婚個案，2004 年為 38 宗，2005 年為 36 宗。 

 

2003 年至 2005 年 13-29 歲離婚率均有上升及下降的變化，2003 年 13-29 歲

離婚率為每一萬人有 6 宗，2004 年每一萬人有 8 宗，2005 年每一萬人有 7 宗。

比較整體離婚率，2003 年及 2004 年全澳每一萬人中有 10 宗離婚個案，而 2005

年則增加至 12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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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結婚率與離婚率(2003-2005) 

 

 

 

 

 

 

 

 

圖九：結婚率與離婚率(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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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平均睡眠時間 

 

表表表表 2.1：：：：13-29 歲青年每天平均睡眠時間歲青年每天平均睡眠時間歲青年每天平均睡眠時間歲青年每天平均睡眠時間(2004-2006) 

 

平均睡眠時間平均睡眠時間平均睡眠時間平均睡眠時間 
2004 

(N=1112) 

2005 

(N=1295) 

2006 

(N=1666) 

13-29 歲歲歲歲 6 小時 57 分鐘 7 小時 25 分鐘 7 小時 24 分鐘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6 小時 57 分鐘 7 小時 26 分鐘 7 小時 28 分鐘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6 小時 57 分鐘 7 小時 57 分鐘 7 小時 21 分鐘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2004；；；；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2005-2006。。。。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每天平均

睡眠時間由 2004 年的 6 小時 57 分鐘上升至 2005 年的 7 小時 25 分鐘，翌年再略

為減少了 1 分鐘。男性受訪者方面，三年間平均睡眠時間增加 31 分鐘，女性的

平均睡眠時間則先上升後下降，三年間增加了 24 分鐘。 
 

 

 

 

圖十：13-29 歲青年每天平均睡眠時間(2004-2006) 

 

 

圖十：13-29歲青年每天平均睡眠時間(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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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吸煙酗酒情況 

 

表表表表 2.2a：：：：13-29 歲青年吸煙情況歲青年吸煙情況歲青年吸煙情況歲青年吸煙情況(2004-2006)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吸煙情況吸煙情況吸煙情況吸煙情況 
2004 

(N=992) 

2005 

(N=939) 

2006 

(N=1039)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89.2 88.1 93.2 

有有有有 10.8 11.8 6.7 

拒答拒答拒答拒答/不知不知不知不知/難講難講難講難講 0.0 0.1 0.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2004；；；；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2005-2006 (a)。。。。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表示「沒

有」吸煙行為由 2004 年的 89.2%增加至 2006 年的 93.2%，而表示「有」的，則

由 2004 年的 10.8%下降至 6.7%。 

 

 

  

 

 

 圖十一：13-29 歲青年吸煙情況(2004-2006) 

 

 

 

 

 

 

 

 

  

 

 

 

 

 

 

圖十一：13-29歲青年吸煙情況(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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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b：：：：13-29 歲青年認為吸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歲青年認為吸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歲青年認為吸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歲青年認為吸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2004-2006)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吸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吸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吸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吸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 
2004 

(N=992) 

2005 

(N=939) 

2006 

(N=1039) 

對健康有負面影響對健康有負面影響對健康有負面影響對健康有負面影響 94.4 92.3 95.4 

對健康有正面影響對健康有正面影響對健康有正面影響對健康有正面影響 1.6 4.3 1.6 

對健康沒有影響對健康沒有影響對健康沒有影響對健康沒有影響 4.0 3.0 1.3 

拒答拒答拒答拒答/不知不知不知不知/難講難講難講難講 0.0 0.4 1.6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2004；；；；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2005-2006 (a)。。。。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吸煙

是會「對健康有負面影響」的，由 2004 的 94.4%下降至 2005 年的 92.3%，後回

升至 2006 年的 95.4%；而受訪者覺得吸煙「對健康有正面影響」的則由 2004 年

的 1.6%上升至 2005 年的 4.3%，並於 2006 年下降至 1.6%。此外，受訪者表示吸

煙「對健康沒有影響」的三年間有持續下降的趨勢，由 2004 年的 4.0%下降至

2006 年的 1.3%。 

 

 

圖十二：13-29 歲青年認為吸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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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13-29歲青年認為吸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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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c：：：：13-29 歲青年飲用含酒精飲料情況歲青年飲用含酒精飲料情況歲青年飲用含酒精飲料情況歲青年飲用含酒精飲料情況(2004-2006)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飲用含酒精飲料飲用含酒精飲料飲用含酒精飲料飲用含酒精飲料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2004 

(N=992) 

2005 

(N=939) 

2006 

(N=1039)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62.4 70.8 74.5 

有有有有 37.6 29.2 25.4 

拒答拒答拒答拒答/不知不知不知不知/難講難講難講難講 0.0 0.0 0.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2004；；；；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2005-2006 (a)。。。。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表示「沒

有」飲用含酒精飲料的三年間有持續上升的趨勢，由 2004 年的 62.4%增加至 2006

年的 74.5%，而表示「有」的，三年間亦有持續下降的趨勢，由 2004 年的 37.6%

下降至 2006 的 25.4%。 

 

 

圖十三：13-29 歲青年飲用含酒精飲料情況(2004-2006) 

 

 

 

 

 

 

 

 

 

 

 

 

 

 

 

 

 

 

 

圖十三：13-29歲青年飲用含酒精飲料情況(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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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d：：：：13-29 歲青年認為飲用含酒精飲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歲青年認為飲用含酒精飲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歲青年認為飲用含酒精飲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歲青年認為飲用含酒精飲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2004-2006)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飲用含酒精飲料對身體的飲用含酒精飲料對身體的飲用含酒精飲料對身體的飲用含酒精飲料對身體的

影響的意見態度影響的意見態度影響的意見態度影響的意見態度 

2004 

(N=992) 

2005 

(N=939) 

2006 

(N=1039) 

對健康有負面影響對健康有負面影響對健康有負面影響對健康有負面影響 72.7 78.4 81.3 

對健康有正面影響對健康有正面影響對健康有正面影響對健康有正面影響 3.4 3.4 2.9 

對健康沒有影響對健康沒有影響對健康沒有影響對健康沒有影響 23.9 17.5 10.4 

拒答拒答拒答拒答/不知不知不知不知/難講難講難講難講 0.0 0.7 5.4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2004；；；；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2005-2006 (a)。。。。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飲用

含酒精飲料是會「對健康有負面影響」的，三年間有持續上升的趨勢，由 2004

的 72.7%上升至 2006 年的 81.3%；而受訪者覺得飲用含酒精飲料是「對健康有

正面影響」的，則由 2004 年及 2005 年的 3.4%下降至 2006 年的 2.9%。此外，

受訪者表示飲用含酒精飲料「對健康沒有影響」的三年間有持續下降的趨勢，由

2004 年的 23.9%下降至 2006 年的 10.4%。 

 

 

 

 

 

圖十四：13-29 歲青年認為飲用含酒精飲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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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13-29歲青年認為飲用含酒精飲料對身體的影響的意見態度

(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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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疾病分類 

 

表表表表 2.3：：：：必須申報疾病中必須申報疾病中必須申報疾病中必須申報疾病中 15-29 歲青年人口數目歲青年人口數目歲青年人口數目歲青年人口數目（（（（2004-2005））））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國際疾病分類國際疾病分類國際疾病分類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修訂版第十修訂版第十修訂版第十修訂版）））） 2004 2005 

  A01.0 傷寒傷寒傷寒傷寒 1 -- 

A01.1-4 副傷寒副傷寒副傷寒副傷寒 - 1 

A02.0-9 沙門氏菌感染沙門氏菌感染沙門氏菌感染沙門氏菌感染 - 25 

A05.0-9 細菌性食物中毒細菌性食物中毒細菌性食物中毒細菌性食物中毒 72 38 

  A08.1 由諾沃克因子引起急性胃腸炎由諾沃克因子引起急性胃腸炎由諾沃克因子引起急性胃腸炎由諾沃克因子引起急性胃腸炎 5 - 

A15-A16（（（（2）））） 肺結核肺結核肺結核肺結核 68 60 

A15-A16（（（（3）））） 其他呼吸道結核其他呼吸道結核其他呼吸道結核其他呼吸道結核 9 8 

A17.0 結膜性腦膜炎結膜性腦膜炎結膜性腦膜炎結膜性腦膜炎 - 1 

  A17.1-9 其他神經系統結核其他神經系統結核其他神經系統結核其他神經系統結核 1 - 

A18.3-8 其他器官的結核病其他器官的結核病其他器官的結核病其他器官的結核病 5 7 

A50-53 梅毒梅毒梅毒梅毒 - 1 

  A54 淋球菌感染淋球菌感染淋球菌感染淋球菌感染 10 - 

  A57-A64 
其他性病其他性病其他性病其他性病(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 A59 滴蟲病及滴蟲病及滴蟲病及滴蟲病及 A60 肛門生殖肛門生殖肛門生殖肛門生殖

器單純器單純器單純器單純疱疱疱疱疹疹疹疹) 
4 - 

  A71 砂眼砂眼砂眼砂眼 1 - 

B01 水痘水痘水痘水痘 54 92 

B08.4-5 腸病毒感染腸病毒感染腸病毒感染腸病毒感染 3 4 

B15.0-9 急性甲型肝炎急性甲型肝炎急性甲型肝炎急性甲型肝炎 1 1 

B16.1-9 急性乙型肝炎急性乙型肝炎急性乙型肝炎急性乙型肝炎 7 10 

B17.1 急性丙型肝炎急性丙型肝炎急性丙型肝炎急性丙型肝炎 11 2 

  B17.2 急性戊型肝炎急性戊型肝炎急性戊型肝炎急性戊型肝炎 1 - 

B26 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腮腺炎 3 7 

Z21 無症狀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無症狀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無症狀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無症狀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感染 10 11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66 26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5-2006。。。。 

 

在 2004 年至 2005 年間必須申報疾病中 15-29 歲青年人口的數目，兩年間變

化不大，增加了 2 人。兩年間均以「細菌性食物中毒」、「肺結核」及「水痘」人

口數目較多，前兩者在 2005 年的人口數目分別減少了 34 人及 8 人，而「水痘」

的人口數目則增加了 38 人。此外，2004 年沒有的「沙門氏菌感染」人口數目，

2005 年已有 25 人，其他在 2004 年沒有出現的疾病亦包括「副傷寒」、「結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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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膜炎」、「梅毒」，在 2005 年間各增加了 1 人。 

 

 

圖十五：必須申報疾病中 15-29 歲青年人口數目(2004-2005) 

 

 

 

 

 

 

 

 

 

 

 

 

 

 

 

 

圖十五：必須申報疾病中15-29歲青年人口數目（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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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性徵出現年齡 

 

表表表表 2.4a：：：：13-29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性徵出現性徵出現性徵出現性徵出現平均平均平均平均年齡年齡年齡年齡(2005-2006) 

 

 2005 2006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N=664) 

15.1 歲 

(N=437) 

14.7 歲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N=889) 

12.7 歲 

(N=553) 

12.45 歲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2005-2006。。。。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以生鬍子為男性

性徵的基準，男性性徵出現平均年齡由 2005 年的 15.1 歲下降至 2006 年的 14.7

歲；而女性方面，以開始有月經為女性性徵的基準，女性性徵出現平均年齡由

2005 年的 12.7 歲下降至 2006 年的 12.45 歲。 

 

 

 

圖十六：13-29 歲青年性徵出現平均年齡(2005-2006) 

 

 

 

 

 

 

 

 

 

 

 

 

 

 

 

 

 

 

圖十六：13-29歲青年性徵出現平均年齡(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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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4b：：：：13-29 歲歲歲歲男男男男性性性性性性性性徵徵徵徵出現出現出現出現平均平均平均平均年齡年齡年齡年齡(2005-2006) 

百分比 

男性性徵出現年齡男性性徵出現年齡男性性徵出現年齡男性性徵出現年齡 
2005 

(N=736) 

2006 

(N=533) 

未出現未出現未出現未出現 9.8 18.0 

6-9 0.0 0.4 

10-13 21.5 14.8 

14-17 53.8 62.5 

18-21 14.0 4.3 

22-25 0.7 0.0 

26-29 0.3 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2005-2006。。。。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以生鬍子為男性

性徵的基準，10-13 歲、18-21 歲及 22-25 歲出現性徵的比率，2006 年均下降了，

在各歲組中，以 18-21 歲的降幅最大，下降了 9.7%。此外，6-9 歲及 14-17 歲出

現性徵的比率，2006 年前者上升了 0.4%，後者上升了 8.7%。 

 

 

 

 

 

 

 

圖十七：13-29 歲男性性徵出現平均年齡(2005-2006) 

 

 

 

 

 

 

 

 

 

 

 

 

 

圖十七：13-29歲男性性徵出現平均年齡(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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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4c：：：：13-29 歲歲歲歲女性性徵出現女性性徵出現女性性徵出現女性性徵出現平均平均平均平均年齡年齡年齡年齡(2005-2006) 

百分比 

女性性徵出現年齡女性性徵出現年齡女性性徵出現年齡女性性徵出現年齡 
2005 

(N=900) 

2006 

(N=560) 

未出現未出現未出現未出現 1.2 1.2 

9-11 21.0 19.5 

12-14 58.3 73.2 

15-17 19.3 5.7 

18-20 0.1 0.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2005-2006。。。。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以開始有月經為

女性性徵的基準，9-11 歲、15-17 歲出現性性徵的比率，2006 年前者下降了 1.5%，

後者下降了 13.6%，而 12-14 歲及 18-20 歲出現性徵的比率，2006 年前者上升了

14.9%，後者上升了 0.3%。 

 

 

 

 

 

圖十八：13-29 歲女性性徵出現平均年齡(2005-2006) 

 

 

 

 

 

 

 

 

 

 

 

 

 

 

 

圖十八：13-29歲女性性徵出現平均年齡(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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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性知識 

 

表表表表 2.5：：：：13-29 歲青年的性知識歲青年的性知識歲青年的性知識歲青年的性知識(2005-2006)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答對百分比答對百分比答對百分比答對百分比 

2005 

(N=1701 ) 

2006 

(N=1227) 

１１１１.那一項不是避孕方式那一項不是避孕方式那一項不是避孕方式那一項不是避孕方式?   

結紥輸精管結紥輸精管結紥輸精管結紥輸精管 / 結紥輸卵管結紥輸卵管結紥輸卵管結紥輸卵管 / 男性避孕套男性避孕套男性避孕套男性避孕套 / 女性避孕女性避孕女性避孕女性避孕

套套套套 /  卵巢帽卵巢帽卵巢帽卵巢帽 / 子宮帽子宮帽子宮帽子宮帽 

36.9 33.2 

2.你是否同意性病只能在人體內生存你是否同意性病只能在人體內生存你是否同意性病只能在人體內生存你是否同意性病只能在人體內生存，，，，不會經社交接觸不會經社交接觸不會經社交接觸不會經社交接觸 

傳播傳播傳播傳播？？？？ 

    是是是是 /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48.0 44.6 

3.請選出有效預防性病的方法請選出有效預防性病的方法請選出有效預防性病的方法請選出有效預防性病的方法。。。。 

不濫交不濫交不濫交不濫交，，，，潔身自愛潔身自愛潔身自愛潔身自愛 / 正確使用避孕套正確使用避孕套正確使用避孕套正確使用避孕套 / 事前及事事前及事事前及事事前及事

後徹底清潔陰道後徹底清潔陰道後徹底清潔陰道後徹底清潔陰道 / 服用避孕藥服用避孕藥服用避孕藥服用避孕藥 / 注射預防疫苗注射預防疫苗注射預防疫苗注射預防疫苗 

59.0 49.3 

4.你是否同意自慰行為你是否同意自慰行為你是否同意自慰行為你是否同意自慰行為 （（（（自瀆自瀆自瀆自瀆 / 手淫手淫手淫手淫）））） 會導致腎臟虧會導致腎臟虧會導致腎臟虧會導致腎臟虧

損損損損? 

    是是是是 /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62.4 57.2 

5.你是否同意同性戀行為是一種變態行為你是否同意同性戀行為是一種變態行為你是否同意同性戀行為是一種變態行為你是否同意同性戀行為是一種變態行為？？？？ 

    是是是是 /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72.4 69.3 

6.下列那一項不是異常性僻好下列那一項不是異常性僻好下列那一項不是異常性僻好下列那一項不是異常性僻好？？？？ 

收藏女性內衣收藏女性內衣收藏女性內衣收藏女性內衣 / 自慰行為自慰行為自慰行為自慰行為 / 喜歡肛交喜歡肛交喜歡肛交喜歡肛交 / 性虐待性虐待性虐待性虐待 / 

人獸交人獸交人獸交人獸交 

60.9 50.1 

總百分比總百分比總百分比總百分比 56.6 50.6 

資資資資料來源料來源料來源料來源：：：：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2005-2006。。。。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2006 年的受訪

者答對以上各項有關性知識的問題均較 2005 年為低，答對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56.6%下降至 2006 年的 50.6%，下降了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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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13-29 歲青年的性知識(2005-2006) 

 

 

 

 

 

 

 

 

 

 

 

 

 

 

 

 

圖十九：13-29歲青年的性知識(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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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人際關係 

 

表表表表 2.6a：：：：13-29 歲青年認為與家人關係的評價歲青年認為與家人關係的評價歲青年認為與家人關係的評價歲青年認為與家人關係的評價（（（（2004-2006））））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評價評價評價評價 
2004 

（（（（N=992）））） 

2005 

（（（（N=939）））） 

2006 

（（（（N=1039）））） 

極差極差極差極差 0.4 0.2 0.3 

差差差差 2.4 3.1 2.8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30.8 33.8 31.4 

好好好好 53.5 55.4 52.1 

極好極好極好極好 12.8 7.6 13.1 

拒答拒答拒答拒答/不知不知不知不知/難講難講難講難講 0.0 0.0 0.4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2004；；；；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2005-2006 (a)。。。。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與家

人關係屬於「極好」和「好」的較多，由 2004 年的 66.3%下降至 2005 年的 63.0%，

再回升至 2006 年的 65.2%。其次，三年間受訪者表示與家人關係屬於「一般」

的，亦由 2004 年的 30.8%上升至 2005 年的 33.8%，再下降至 2006 年的 31.4%。

整體來說，三年間普遍受訪者認為與家人保持有良好的溝通或互動接觸的關係。 

 

 

 

 

圖二十：13-29 歲青年認為與家人關係的評價(2004-2006) 

  

 

 

 

 

 

 

 

 

 

 

圖二十： 13- 29歲青年認為與家人關係的評價 (200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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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6b：：：：13-29 歲青年認為與同學歲青年認為與同學歲青年認為與同學歲青年認為與同學/同事溝通關係的評價同事溝通關係的評價同事溝通關係的評價同事溝通關係的評價（（（（2004-2006））））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評價評價評價評價 
2004 

（（（（N=992）））） 

2005 

(N=939) 

2006 

(N=1039) 

極差極差極差極差 0.5 0.2 0.5 

差差差差 1.3 1.2 1.3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22.5 26.9 20.0 

好好好好 61.2 61.9 65.4 

極好極好極好極好 14.5 9.7 12.4 

拒答拒答拒答拒答/不知不知不知不知/難講難講難講難講 0.0 0.1 0.5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2004；；；；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2004-2006 。。。。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與同

學/同事關係屬於「極好」和「好」的較多，由 2004 年的 75.7 %下降至 2005 年

的 71.6%，再回升至 2006 年的 77.8%。其次，三年間受訪者表示與同學/同事溝

通關係屬於「一般」的，亦由 2004 年的 22.5%上升至 2005 年的 26.9%，再下降

至 2006 年的 20.0%。整體來說，三年間普遍受訪者認為與同學/同事保持有良好

的溝通或互動接觸的關係。 

 

 

  

 

圖二十一：13-29 歲青年認為與同學/同事溝通關係的評價（2004-2006） 

 

 

 

 

 

 

 

 

 

 

 

 

 

圖二十一： 13-29歲青年認為與同學 /同事溝通關係的評價 (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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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6c：：：：13-29 歲青年認為與友輩歲青年認為與友輩歲青年認為與友輩歲青年認為與友輩/社群關係的評價社群關係的評價社群關係的評價社群關係的評價（（（（2004-2006））））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評價評價評價評價 
2004 

（（（（N=992）））） 

2005 

(N=939) 

2006 

（（（（N=1039）））） 

極差極差極差極差 2.8 6.4 2.0 

差差差差 2.0 6.2 4.6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24.8 41.5 31.6 

好好好好 55.0 39.8 50.6 

極好極好極好極好 15.3 4.7 9.1 

拒答拒答拒答拒答/不知不知不知不知/難講難講難講難講 0.0 1.4 2.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2004；；；；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2005-2006 (a)。。。。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與友

輩/社群關係屬於「極好」和「好」的較多，由 2004 年的 70.3%下降至 2005 年

的 44.5%，再回升至 2006 年的 59.7%。其次，三年間受訪者表示與友輩/社群關

係屬於「一般」的，亦由 2004 年的 24.8%上升至 2005 年的 41.5%，再下降至 2006

年的 31.6%。整體來說，三年間普遍受訪者認為與友輩/社群保持有良好的溝通

或互動接觸的關係。 

 

 

 

     圖二十二：13-29 歲青年認為與友輩/社群關係的評價（2004-2006） 

 

 

 

 

 

 

 

圖二十二：13-29歲青年認為與友輩/社群關係的評價(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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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婚前性行為比率 

 

表表表表 2.7：：：：13-29 歲未婚青年在過去一個月進行性交行為情況歲未婚青年在過去一個月進行性交行為情況歲未婚青年在過去一個月進行性交行為情況歲未婚青年在過去一個月進行性交行為情況（（（（2005-2006）））） 

  

百分比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005 

(N=1642) 

2006 

(N=1216) 

有有有有 12.2 11.4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84.1 83.0 

沒有答案沒有答案沒有答案沒有答案 3.7 5.5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2005-2006。。。。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未婚受訪者在被

訪前的過去一個月表示「有」曾經進行過性交行為的由 2005 年的 12.2%下

降至 2006 年的 11.4%，而表示「沒有」的亦由 2005 年的 84.1%下降至 2006

年的 83.0%，另「沒有答案」的由 2005 年的 3.7%上升至 2006 年的 5.5%。 

 

 

圖二十三：13-29 歲未婚青年在過去一個月進行性交行為情況(2005-2006) 

 

 

 

 

 

圖二十三：13-29歲未婚青年在過去一個月進行性交行為情況(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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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自殺率（數） 

 

表表表表 2.8a：：：：15-29 歲青年人口自殺情況歲青年人口自殺情況歲青年人口自殺情況歲青年人口自殺情況（（（（2004-2005）））） 

 

 2004 2005 

死因為自殺的死因為自殺的死因為自殺的死因為自殺的 15-29 歲青年人口數目歲青年人口數目歲青年人口數目歲青年人口數目 12 人 9 人 

死因為自殺的死因為自殺的死因為自殺的死因為自殺的 15-29 歲人數與歲人數與歲人數與歲人數與 15-29

歲平均人口數目之比例歲平均人口數目之比例歲平均人口數目之比例歲平均人口數目之比例 
0.1 千分比 0.1 千分比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統計暨普查局提統計暨普查局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供供供，，，， 2005-2006。。。。 

 

死因為自殺的 15-29 歲青年人口數目由 2004 年的 12 人下降至 2005 年的 9

人，而死因為自殺的 15-29 歲人數與 15-29 歲平均人口數目之比例，兩年均為每

一萬人中有 1 人。 

 

 

 

 

 

圖二十四：15-29 歲青年人口自殺情況(2004-2005)            

 

 

 

 

 

 

 

 

 

 

 

 

 

 

 

 

 

圖二十四：15-29歲青年人口自殺情況(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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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8b：：：：13-29 歲青年有否想過自殺情況歲青年有否想過自殺情況歲青年有否想過自殺情況歲青年有否想過自殺情況（（（（2004-2006）））） 

百分比 

想過自殺想過自殺想過自殺想過自殺 
2004 

(N=992) 

2005 

(N=939) 

2006 

（（（（N=1039））））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88.2 89.6 93.1 

有有有有 11.8 10.0 6.6 

拒答拒答拒答拒答/不知不知不知不知/難講難講難講難講 0.0 0.4 0.3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2004；；；；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2005-2006 (a)。。。。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沒有」

想過自殺的由 2004 年的 88.2%上升至 2006 的 93.1%，而「有」想過自殺的亦由

2004 年的 11.8%下降至 2006 年的 6.6%。 

 

 

 

 

 

圖二十五：13-29 歲青年有否想過自殺情況(2004-2006) 

 

 

 

 

 

 

 

 

 

 

 

 

 

 

 

 

 

圖二十五：13-29歲青年有否想過自殺情況(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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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8c：：：：13-29 歲青年有否試過自殺情況歲青年有否試過自殺情況歲青年有否試過自殺情況歲青年有否試過自殺情況（（（（2004-2006）））） 

  百分比 

試過試過試過試過 
2004 

(N=992) 

2005 

(N=936) 

2006 

（（（（N=1039））））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98.8 98.7 99.1 

有有有有 1.2 1.3 0.9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2004；；；；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2005-2006 (a)。。。。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沒有」

試過自殺的由 2004 年的 98.8%略為上升至 2006 的 99.1%，而「有」試過自殺的

亦由 2004 年的 1.2%下降至 2006 年的 0.9%。 

 

 

 

 

圖二十六：13-29 歲青年有否試過自殺情況(2004-2006) 

 

 

 

 

 

 

 

 

 

 

 

 

 

 

 

 

 

 

 

 

圖二十六：13-29歲青年有否試過自殺情況(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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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教育與培訓教育與培訓教育與培訓教育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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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各級學生與教師數 

 

表表表表 3.1a：：：：按教育程度劃分之學生人數與教師人數按教育程度劃分之學生人數與教師人數按教育程度劃分之學生人數與教師人數按教育程度劃分之學生人數與教師人數(2002/2003-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學生數學生數學生數學生數 教師數教師數教師數教師數 

02/03 03/04 04/05 02/03 03/04 04/05 

幼兒幼兒幼兒幼兒 12639 (12.7) 11874 (12.1) 10962 (11.5) 461 (11.3) 459 (10.6) 454 (10.3)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41523 (41.9) 39350 (40.0) 37120 (38.9) 1526 (37.4) 1547 (35.7) 1521 (34.6)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44471 (44.8) 46509 (47.3) 46873 (49.1) 1765 (43.3) 2001 (46.2) 2077 (47.2) 

特殊教育特殊教育特殊教育特殊教育 550 (0.6) 522 (0.6) 530 (0.6) 89 (2.2) 85 (2.0) 88 (2.0) 

非擔課非擔課非擔課非擔課 
(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36 (5.8) 239 (5.5) 259 (5.9)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9183 (100.0) 98255 (100.0) 95485 (100.0) 4077 (100.0) 4331 (100.0) 4399 (100.0) 

(   ) 表示該教育程度佔該學年總計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2004 至至至至 2006。。。。 

註:(1) 非擔課教師是指不擔任教學工作的教師，表中非擔課教師不以教育程度劃分。 

 

統計資料顯示，全澳非高等教育學生總人數由 2002/2003 學年的 99183 人下

降至 2004/2005 學年的 95485 人，減少了 3698 人。其中幼兒學生及小學學生人

數在三學年間略為下降，前者下降了 1677 人，後者下降了 4403 人，但中學學生

人數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三學年間共增加了 2402 人。 

 

教師人數方面，全澳非高等教育教師總人數由 2002/2003 學年的 4077 人上

升至 2004/2005 學年的 4399 人，增加了 322 人。其中中學教師及非擔課教師人

數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前者增加了 312 人，後者增加了 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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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按教育程度劃分之學生人數與教師人數(2002/2003-2004/2005 學年) 

 

 

 

 

 

 

 

 

 

 

 

 

 

 

 

 

 

圖 二 十 七 ： 按 教 育 程 度 劃 分 之 學 生 人 數 與 教 師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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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1b：：：：按教育程度劃分之公立學校學生與教師人數及百分比按教育程度劃分之公立學校學生與教師人數及百分比按教育程度劃分之公立學校學生與教師人數及百分比按教育程度劃分之公立學校學生與教師人數及百分比(2002/2003-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學生數學生數學生數學生數（（（（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 教師數教師數教師數教師數（（（（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 

02/03 03/04 04/05 02/03 03/04 04/05 

幼兒幼兒幼兒幼兒 1011 (15.8) 684 (12.7) 545 (10.8) 42 (11.4) 35 (9.6) 32 (9.2)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2134 (33.4) 1644 (30.5) 1537 (30.5) 115 (31.1) 108 (29.6) 93 (26.6)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2879 (45.1) 2752 (51.0) 2642 (52.4) 154 (41.6) 168 (46.0) 169 (48.4) 

特殊教育特殊教育特殊教育特殊教育 358 (5.7) 317 (5.8) 315 (6.3) 38 (10.3) 31 (8.5) 33 (9.5) 

非擔課非擔課非擔課非擔課 
(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1 (5.6) 23 (6.3) 22 (6.3)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382 (100.0) 5397 (100.0) 5039 (100.0) 370 (100.0) 365 (100.0) 349 (100.0) 

(   ) 表示該教育程度佔該學年總計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2004 至至至至 2006。。。。 

註:(1) 非擔課教師是指不擔任教學工作的教師，表中非擔課教師不以教育程度劃分。 

 

統計資料顯示，本澳公立學校學生總人數由 2002/2003 學年的 6382 人下降

至 2004/2005 學年的 5039 人，減少了 1343 人。其中幼兒學生、小學學生、中學

生學生及特殊教育學生人數在三學年間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教師人數方面，本澳公立學校非高等教育教師總人數由 2002/2003 學年的

370 人下降至 2004/2005 學年的 349 人。三學年間，除中學教師有逐年上升的趨

勢外，幼兒教師及小學教師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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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按教育程度劃分之公立學校學生與教師人數及百分比

(2002/2003-2004/2005 學年) 

 

 

 

 

 

 

 

 

 

 

 

 

 

 

 

 

 

 

 

 

 

 

 

 

 

 

 

 

 

 

 

 

 

 

圖二十八：按教育程度劃分之公立學校學生與教師人數及百分比

(2002/2003-2004/2005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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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1c：：：：按教育程度劃分之私立學校學生與教師人數及百分比按教育程度劃分之私立學校學生與教師人數及百分比按教育程度劃分之私立學校學生與教師人數及百分比按教育程度劃分之私立學校學生與教師人數及百分比(2002/2003-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學生數學生數學生數學生數（（（（私立學校私立學校私立學校私立學校）））） 教師數教師數教師數教師數（（（（私立學校私立學校私立學校私立學校）））） 

02/03 03/04 04/05 02/03 03/04 04/05 

幼兒幼兒幼兒幼兒 11628 (12.5) 11190 (12.1) 10417 (11.5) 419 (11.3) 424 (10.7) 422 (10.4)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39389 (42.5) 37706 (40.6) 35583 (39.3) 1411 (38.1) 1439 (36.3) 1428 (35.3)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41592 (44.8) 43757 (47.1) 44231 (48.9) 1611 (43.4) 1833 (46.2) 1908 (47.1) 

特殊教育特殊教育特殊教育特殊教育 192 (0.2) 205 (0.2) 215 (0.2) 51 (1.4) 54 (1.4) 55 (1.4) 

非擔課非擔課非擔課非擔課 
(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15 (5.8) 216 (5.4) 237 (5.9)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2801 (100.0) 92858 (100.0) 90446 (100.0) 3707 (100.0) 3966 (100.0) 4050 (100.0) 

(   ) 表示該教育程度佔該學年總計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2004-2006。。。。 

註:(1) 非擔課教師是指不擔任教學工作的教師，表中非擔課教師不以教育程度劃分。 

 

統計資料顯示，本澳私立學校學生總人數由 2002/2003 學年的 92801 人上升

至 2003/2004 學年的 92858 人，但於 2004/2005 學年再下降至 90446 人。其中幼

兒學生、小學學生人數在三學年間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教師人數方面，本澳私立學校教師總人數由 2002/2003 學年的 3707 人上升

至 2004/2005 學年的 4050 人。三學年間，中學教師、特殊教育教師及非擔課教

師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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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按教育程度劃分之私立學校學生與教師人數及百分比

(2002/2003-2004/2005 學年) 

 

 

 

 

 

 

 

 

 

 

 

 

 

 

 

 

 

 

 

 

 

 

 

 

 

 

 

 

 

 

圖二十九：按教育程度劃分之私立學校學生與教師人數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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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地大學生所修專業分類 

 

表表表表 3.2 a：：：：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總人數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總人數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總人數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總人數（（（（2002/2003-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高等學院高等學院高等學院高等學院 02/03 03/04 04/05 

澳門大學澳門大學澳門大學澳門大學 4023 4327 4486 

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 2328 2452 2416 

旅遊學院旅遊學院旅遊學院旅遊學院 224 368 412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33 21 25 

亞洲亞洲亞洲亞洲(澳門澳門澳門澳門)國際公開大學國際公開大學國際公開大學國際公開大學 870 1206 1035 

澳門高等校際學院澳門高等校際學院澳門高等校際學院澳門高等校際學院 133 154 126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120 134 211 

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 1280 3913 1977 

澳門管理學院澳門管理學院澳門管理學院澳門管理學院 194 265 281 

中西創新學院中西創新學院中西創新學院中西創新學院 242 289 220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9447 13129 11189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2004-2006。。。。 

 

統計資料顯示，修讀本澳高等教育各類學位及文憑課程的本地生註冊人數在

2002/2003 學年有 9447 人，2003/2004 學年上升至 13129 人，在 2004/2005 學年則

下降至 1118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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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總人數(2002/2003-2004/2005 學年) 

 

 

 

 

 

 

 

 

 

 

 

 

 

 

 

 

 

 

 

 

 

 

 

 

 

 

 

 

 

 

 

 

 

 

 

圖三十：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總人數

(2002/2003-2004/2005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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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2 b：：：：按性別劃分之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人數按性別劃分之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人數按性別劃分之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人數按性別劃分之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人數  

（（（（2002/2003-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男 女 

02/03 03/04 04/05 02/03 03/04 04/05 

本地生註冊人本地生註冊人本地生註冊人本地生註冊人數數數數 3954 5108 4706 5493 8021 648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高等高等高等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教育輔助辦公室教育輔助辦公室教育輔助辦公室，，，，2004-2006。。。。 

 

統計資料顯示，修讀本澳高等教育各類學位及文憑課程的本地男生註冊人數在

2002/2003 學年有 3954 人，2003/2004 學年上升至 5108 人，在 2004/2005 學年則下

降至 4706 人。 

 

本地女生註冊人數方面，在 2002/2003 學年有 5493 人，2003/2004 學年上升至

8021 人，在 2004/2005 學年則下降至 6483 人。 

 

 

 

圖三十一：按性別劃分之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人數

(2002/2003-2004/2005 學年) 

 

 

 

 

 

 

 

 

圖三十一：按性別劃分之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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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2 c：：：：按學位及文憑劃分之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總人數按學位及文憑劃分之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總人數按學位及文憑劃分之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總人數按學位及文憑劃分之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總人數 

(2002/2003-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博士學位博士學位博士學位博士學位 碩士學位碩士學位碩士學位碩士學位 學位後文憑學位後文憑學位後文憑學位後文憑 學士學位學士學位學士學位學士學位 高等專科學位高等專科學位高等專科學位高等專科學位 文憑文憑文憑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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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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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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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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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0
4
 

0
4

/0
5
 

本地生本地生本地生本地生 

註冊人數註冊人數註冊人數註冊人數 
43 61 71 1319 1488 1472 278 309 270 4773 6008 6520 2596 2631 2646 438 2632 21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2004-2006。。。。 

 

統計資料顯示，在 2002/2003-2004/2005 學年間，修讀「博士學位」、「學士學

位」及「高等專科學位」的本地生註冊人數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其中以修讀「學士

學位」課程人數增幅最多。修讀「碩士學位」、「學位後文憑」及「文憑」課程的人

數，三年間亦出現先上升後回落的趨勢。 

 

 

 

 

圖三十二：按學位及文憑劃分之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總人數

(2002/2003-2004/2005 學年) 

 

 

 

 

 

 

 

 

 

 

 

 

 

 

 

 

 

圖三十二：按學位及文憑劃分之本澳高等教育本地生註冊總人數 

(2002/2003-2004/2005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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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離澳就學的地點和專業 

 

表表表表 3.3 a：：：：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地點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地點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地點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地點(2003/2004-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1)(2)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升學國家升學國家升學國家升學國家／／／／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03/04 04/05 

內地內地內地內地 925 937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530 399 

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 36 23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90 22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53 19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17 --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17 5 

中國香港中國香港中國香港中國香港 18 26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6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686 1437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2005-2006。。。。 

註：(1) 按學校提供的各學年高中畢業班註冊學生數，截取年齡介乎 13 至 29 歲學生人數，表列其離澳就學的地點。 

      (2) 在本澳就學或沒有填報就學地點的學生人數，未計算在上表之內。 

 

統計資料顯示，離澳就學的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人數由 2003/2004 學年的 1686 人下

降至 2004/2005 學年的 1437 人，其中除了往內地及英國的人數上升外，往其餘國家／

地區的人數均下降。 

 

 

 

 

 

   圖三十三：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地點(2003/2004-2004/2005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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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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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 b：：：：按專業領域劃按專業領域劃按專業領域劃按專業領域劃分之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分之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分之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分之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2003/2004-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1)(2)

 

 

專業領域專業領域專業領域專業領域 商科商科商科商科 文科文科文科文科/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人文及社會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 工業工業工業工業 旅遊旅遊旅遊旅遊/博彩博彩博彩博彩 醫療護理醫療護理醫療護理醫療護理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03/04 04/05 03/04 04/05 03/04 04/05 03/04 04/05 03/04 04/05 03/04 04/05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378 452 180 120 174 89 234 137 34 45 150 174 

 

表表表表 3.3 b(續續續續)：：：：按專業領域劃分之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按專業領域劃分之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按專業領域劃分之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按專業領域劃分之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2003/2004-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1)(2)

 

 

專業領域專業領域專業領域專業領域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建築建築建築建築/水利水利水利水利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03/04 04/05 03/04 04/05 03/04 04/05 03/04 04/05 03/04 04/05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143 151 63 40 39 36 15 79 276 11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2005。。。。 

註：(1) 按學校提供的 2003/2004 學年高中畢業班註冊學生數，截取年齡介乎 13 至 29 歲學生人數，表列其離澳就學的專業領域。 

   (2) 在本澳就學或沒有填報就學地點的學生人數，未計算在上表之內。 

 

統計資料顯示，澳門高中畢業生離澳修讀「商科」、「旅遊／博彩」、「醫

療護理」、「科學」及「建築/水利」人數於 2003/2004-2004/2005 學年間有上升，

而修讀「文科/語言」、「人文及社會科學」、「工業」、「教育」、「法律」

及「其他」在兩學年間則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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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按專業領域劃分之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人數

(2003/2004-2004/2005 學年) 

 

 

 

 

 

 

 

 

 

 

 

 

 

 

 

 

 

圖三十四：按專業領域劃分之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的離澳就學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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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成人教育及職業培訓情況 

 

表表表表 3.4：：：：成人教育及職業培訓情況成人教育及職業培訓情況成人教育及職業培訓情況成人教育及職業培訓情況(2002/2003-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02/03 03/04 04/05  

15-29 歲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佔歲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佔歲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佔歲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佔 15-29 歲年中人口數目的歲年中人口數目的歲年中人口數目的歲年中人口數目的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42.3 38.7 41.4 

15-29 歲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佔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歲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佔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歲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佔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歲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佔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

總數的比例總數的比例總數的比例總數的比例 
49.2 42.3 51.6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4-2006。。。。 

 

據教育調查資料顯示，15-29 歲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佔 15-29 歲年中人口

數目的比例由 2002/2003 學年的 42.3%下降至 2003/2004 學年的 38.7%，之後在

2004/2005 學年則回升至 41.4%。 

 

   另外，15-29 歲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佔成人教育註冊學生人次總數的比例

由 2002/2003 學年的 49.2%下降至 2003/2004 學年的 42.3%，之後在 2004/2005

學年則回升至 51.6%。 

 

 

圖三十五：成人教育及職業培訓情況(2002/2003-2004/2005 學年) 

 

 

 

 

 

 

 

 

 

 

 

 

 

 

 

圖三十五：成人教育及職業培訓情況(2002/2003-2004/2005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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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人均公共教育開支(政府支出) 

 

表表表表 3.5：：：：人均公共教育開支人均公共教育開支人均公共教育開支人均公共教育開支(2002-2005) 

 

                    2002 2003 2004 2005 

非高等教育公共開支非高等教育公共開支非高等教育公共開支非高等教育公共開支(1)
 

1,007,000,000 

澳門元 

1,083,000,000 

澳門元 

1,056,000,000 

澳門元 

1,207,000,000 

澳門元 

學生總人數學生總人數學生總人數學生總人數(2)
 99183 人 98255 人 95485 人 92254 人 

人均人均人均人均公共公共公共公共教育開支教育開支教育開支教育開支(3)
 

(學生單位成本學生單位成本學生單位成本學生單位成本) 

10,152.9 

澳門元 

11,022.3 

澳門元 

11,059.3 

澳門元 

13,083.4 

澳門元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2005-2006。。。。 

註：(1) 非高等教育公共開支由財政局提供。 

(2) 學生統計日期為該年 11 月 26 日。 

(3) 人均公共教育開支=非高等教育公共開支÷學生總人數。 

 

在 2002 年至 2005 年間，非高等教育公共開支由 2002 年的十億七百萬澳

門元增加至 2005 年的十二億七百萬澳門元；學生總人數由 2002 年的 99183 人下

降至 2005 年的 92254 人；而人均公共教育開支（學生單位成本）由 2002 年的

10,152.9 澳門元增加至 2005 年的 13,083.4 澳門元，人均教育開支在四年間均有

逐年上升的趨勢。 

 

 

 

圖三十六：人均公共教育開支(2002-2005) 

 

 

 

  

 

 

 

 

 

圖三十六：人均公共教育開支(200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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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青年教師佔教師總數比重 

 

表表表表 3.6 a：：：：青年教師人數及百分比青年教師人數及百分比青年教師人數及百分比青年教師人數及百分比(2002/2003-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02/03 03/04 04/05 

29 歲或以下 1316(32.3) 1202 (27.8) 1405 (31.9) 

總體 4077(100.0) 4331 (100.0) 4399 (100.0) 

(   ) 表示 29 歲或以下教師佔總體教師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2004-2006。。。。  

 

統計資料顯示， 29 歲或以下教師由 2002/2003 學年的 1316 人下降至

2003/2004 學年的 1202 人，到 2004/2005 學年則上升至 1405 人。佔全體教師的百

分比方面，由 2002/2003 學年的 32.3%下降至 2003/2004 學年的 27.8%，之後在

2004/2005 學年則回升至 31.9%。 

 

 

 

 

 

圖三十七：29 歲或以下教師佔教師總體百分比(2002/2003-2004/2005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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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6 b：：：：按教育階段劃分之青年教師人數及百分比按教育階段劃分之青年教師人數及百分比按教育階段劃分之青年教師人數及百分比按教育階段劃分之青年教師人數及百分比(2002/2003-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幼幼幼幼兒兒兒兒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1)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非擔非擔非擔非擔課課課課(2)

 

02/03 03/04 04/05 02/03 03/04 04/05 02/03 03/04 04/05 02/03 03/04 04/05 

29 歲或歲或歲或歲或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119 

(25.8) 

102  

(22.2) 

114 

(25.1) 

424 

(26.2) 

350  

(21.4) 

412 

(25.6) 

764 

(43.4) 

741  

(37.0) 

864 

(41.6) 

9  

(3.8) 

9  

(3.8) 

15 

(5.8) 

總體總體總體總體 
461 

(100.0) 

459  

(100.0) 

454 

(100.0) 

1618 

(100.0) 

1632  

(100.0) 

1609 

(100.0) 

1762 

(100.0) 

2001  

(100.0) 

2077 

(100.0) 

236  

(100.0) 

239 

(100.0) 

259 

(100.0) 

(   ) 表示 29 歲或以下教師佔總體教師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2004-2006。。。。 

註：(1) 包括特殊教育教師。 

(2) 指非擔課教師。 

 

統計資料顯示，在 2002/2003-2004/2005 學年間，29 歲或以下幼兒教師、小

學教師及中學教師的人數及佔總體教師百分比均有先下降後回升的現象，而 29

歲或以下的非擔課教師人數在三學年間亦有上升的現象。   

 

 

 

 

圖三十八：按教育階段劃分之青年教師人數及百分比(2002/2003-2004/2005 學年) 

 

 

 

 

 

 

 

 

 

 

 

圖三十八：按教育階段劃分之青年教師人數及百分比
(2002/2003-2004/2005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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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各級學校升學率 

 

表表表表 3.7 a：：：：公立及私立學校公立及私立學校公立及私立學校公立及私立學校學生學生學生學生之升學率之升學率之升學率之升學率(2002/2003-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02/03 03/04 04/05 

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 

13-29 歲歲歲歲 70.9 84.9 84.0 

所有學生所有學生所有學生所有學生 77.4 90.0 89.4 

私立學校私立學校私立學校私立學校 

13-29 歲歲歲歲 86.1 87.6 88.2 

所有學生所有學生所有學生所有學生 90.0 92.5 92.7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公立及私立公立及私立公立及私立公立及私立) 

13-29 歲歲歲歲 85.0 87.5 87.9 

所有學生所有學生所有學生所有學生 90.5 92.3 92.5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2004-2006。。。。 

註:(1) 不包括回歸教育。 

 

統計資料顯示，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升學率由 2002/2003 學年的

85%(13-29 歲)／90.5%(所有學生)增加至 2004/2005 學年的 87.9%(13-29 歲)／

92.5%(所有學生)，三學年間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圖三十九：公立及私立學校學生之升學率(2002/2003-2004/2005 學年) 

 

 

 

 

 

 

 

 

 

 

圖三十九：公立及私立學校學生之升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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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7 b：：：：各教育階段之升學率各教育階段之升學率各教育階段之升學率各教育階段之升學率(2002/2003-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幼幼幼幼兒兒兒兒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02/03 03/04 04/05 02/03 03/04 04/05 02/03 03/04 04/05 

13-29 歲歲歲歲 -- -- -- 61.5 71.4 68.3 87.0 88.4 88.9 

所有學生所有學生所有學生所有學生 96.9 98.5 98.5 92.3 94.0 94.1 81.6 89.4 89.9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2004-2006。。。。 

註:（1） 不包括回歸教育。 

 

統計資料顯示，幼兒、小學、中學的升學率（所有學生）由 2002/2003 學

年至 2004/2005 學年間均有上升的趨勢。 

 

 

 

 

圖四十：各教育階段之升學率(2002/2003-2004/2005 學年) 

 

圖四十：各教育階段之升學率(2002/2003-2004/2005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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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輟學率 

 

表表表表 3.8：：：：輟學率輟學率輟學率輟學率(2001/2002-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輟學人數輟學人數輟學人數輟學人數(1)
 509 535 598 440 

K3
(2)至至至至 S3

(3)學生總人數學生總人數學生總人數學生總人數 77021 74370 71178 67685 

輟學率輟學率輟學率輟學率(4)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0.66 0.72 0.84 0.65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2004-2006。。。。 

  

在未完成義務教育之前，離開學校的 5 至 15 歲幼稚園、小學及初中的學生

按對應學年計算，輟學率在 2001/2002 至 2003/2004 學年間有上升的趨勢，由

0.66%增加至 0.84%，但在 2004/2005 學年則下降至 0.65%。 

 

 

  

  

 

 

 

圖四十一：輟學率(2001/2002-2004/2005 學年) 

 

 

 

 

 

 

 

 

 

 

 

註： 
(1) 輟學學生指 5 至 15 歲之中學、小學及幼稚園的學生在未完成義務教育之前離開學校，而離開澳門到外地求學、

死亡及移民者除外。 

(2)  K3 : 學前教育預備班。 

(3)  S3 : 初中教育第三年。 

 
(4) 輟學率=輟學學生總數/ K3 至 S3 學生總人數 x100%。 

圖四十一：輟學率(2001/2002-2004/2005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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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各類學校學生比率 

 

表表表表 3.9：：：：各類學校學生比率各類學校學生比率各類學校學生比率各類學校學生比率(2002/2003-2004/200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私立學校私立學校私立學校 

02/03 03/04 04/05 02/03 03/04 04/05 

幼兒幼兒幼兒幼兒 
1011 

(15.8) 

684 

(12.7) 

545 

(10.8) 

11628 

(12.5) 

11190 

(12.1) 

10417 

(11.5)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2134 

(33.4) 

1644 

(30.5) 

1537 

(30.5) 

39389 

(42.5) 

37706 

(40.6) 

35583 

(39.3)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2879 

(45.1) 

2752 

(51.0) 

2642 

(52.4) 

41592 

(44.8) 

43757 

(47.1) 

44231 

(48.9) 

特殊特殊特殊特殊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358 

(5.7) 

317 

(5.8) 

315 

(6.3) 

192 

(0.2) 

205 

(0.2) 

215 

(0.2)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382 

(100.0) 

5397 

(100.0) 

5039 

(100.0) 

92801 

(100.0) 

92858 

(100.0) 

90446 

(100.0) 

(   ) 表示該教育程度佔該組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2004-2006。。。。 

 

統計資料顯示，公立學校方面，幼兒及小學學生佔該學年學生總人數的百分

比有下降的趨勢，而中學及特殊教育學生在三學年間則有上升的趨勢。 

 

私立學校方面，幼兒及小學學生佔該學年學生總人數的百分比有下降的趨

勢；中學學生在三學年間則有上升的趨勢；而特殊教育學生所佔的百分比則維持

一樣。 

 

 

 

圖四十二：各類學校學生比率(2002/2003-2004/2005 學年) 

 

 

 

 

 

 

 

 

圖四十二：各類學校學生比率(2002/2003-2004/2005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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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勞動力與就業勞動力與就業勞動力與就業勞動力與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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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青年就業情況 

 

表表表表 4.1a：：：：14-29 歲人口經濟活動狀況統計歲人口經濟活動狀況統計歲人口經濟活動狀況統計歲人口經濟活動狀況統計(1)
 (2003-2005) 

千人千人千人千人 

統計指標統計指標統計指標統計指標 
2003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004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005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勞動人口勞動人口勞動人口勞動人口 (14-29 歲歲歲歲) 48.0 50.7 56.2 

就業人口就業人口就業人口就業人口 (14-29 歲歲歲歲) 44.0 46.9 52.9 

其中就業不足人口其中就業不足人口其中就業不足人口其中就業不足人口 0.7 0.5 0.3 

失業人口失業人口失業人口失業人口 (14-29 歲歲歲歲) 4.0 3.8 3.4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勞動力參與率勞動力參與率勞動力參與率勞動力參與率 

(14-29 歲歲歲歲) 
46.0 46.7 49.0 

失業率失業率失業率失業率 (14-29 歲歲歲歲) 8.4 7.5 6.0 

就業不足率就業不足率就業不足率就業不足率 (14-29 歲歲歲歲) 1.4 0.9 0.6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4-2006。。。。 

註：（１） 調查以抽樣方式進行，對象包括所有居住在澳門半島、仔及路環居住單位的人士，但不包括水上居民及居
住於集體居住單位(如兵營、醫院、監獄、學生宿舍及安老院等)的人士。 

根據澳門勞工法例，在一定情況下 14 歲或以上為合法工作年齡，故表中提供的是 14-29 歲的勞動人口資料。 

 

 

統計資料顯示，2003 年至 2005 年間勞動力參與率(14-29 歲)持續上升，14-29

歲人口中，由 2003 年的每一千名人口中有 460 人屬勞動人口上升至 2005 年的每

一千名人口中有 490 人屬勞動人口。 

 

失業方面，2003 年至 2005 年間失業率(14-29 歲)持續下降，由 2003 年的每

一千名 14-29 歲勞動人口中有 84 人失業下降至 2005 年的 60 人。 

 

就業不足方面，2003 年至 2005 年間就業不足率(14-29 歲)持續下降，由 2003

年的每一千名 14-29 歲勞動人口中有 14 人下降至 2005 年的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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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三：14-29 歲人口經濟活動狀況統計(2003-2005) 

 

 

 

 

 

 

圖四十三：14-29歲人口經濟活動狀況統計(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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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b：：：：按歲組統計按歲組統計按歲組統計按歲組統計 14-29 歲勞動人口的失業率歲勞動人口的失業率歲勞動人口的失業率歲勞動人口的失業率(1)
 (2003-2005) 

                                     百百百百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歲組歲組歲組歲組 2003 2004  2005  

14-19 21.8 15.7 15.8 

20-24 9.6 8.9 6.1 

25-29 4.8 4.4 3.5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4-2006。。。。 

註：（１） 調查以抽樣方式進行，對象包括所有居住在澳門半島、仔及路環居住單位的人士，但不包括水上居民及居
住於集體居住單位(如兵營、醫院、監獄、學生宿舍及安老院等)的人士。 

根據澳門勞工法例，在一定情況下 14 歲或以上為合法工作年齡，故表中提供的是 14-29 歲的勞動人口資料。 

  

 

14-29 歲青年勞動人口中，14-19 歲失業率由 2003 年的 21.8%下降至 2004

年的 15.7%，到 2005 年略為上升至 15.8%；而 20-24 歲及 25-29 歲失業率在三年

間有持續下降的趨勢。 

 

 

 

 

 

 

 

 

圖四十四：按歲組統計 14-29 歲勞動人口的失業率(2003-2005) 

 

 

 

 

 

 

 

 

 

 

 

圖四十四：按歲組統計14-29歲勞動人口的失業率(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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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每周工作時數 

 

表表表表 4.2：：：：按每周實際工作時數統計之按每周實際工作時數統計之按每周實際工作時數統計之按每周實際工作時數統計之 14-29 歲就業人口分佈歲就業人口分佈歲就業人口分佈歲就業人口分佈(2004-2005)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每周實際工作時數每周實際工作時數每周實際工作時數每周實際工作時數 

2004 

人數分佈人數分佈人數分佈人數分佈 

2005  

人數分佈人數分佈人數分佈人數分佈 

<35 12.4 10.1 

35-39 6.6 5.8 

40-44 15.0 15.2 

45-49 30.6 35.1 

50-54 8.1 8.6 

55-59 14.3 12.6 

>=60 13.0 12.4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00.0 1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5-2006。。。。 

 

  據就業調查資料顯示，按每周實際工作時數統計之 14-29 歲的就業人口中，

2004 年至 2005 年間以每周實際工作時數為 45-49 小時的最多，並且由 2004 年

佔 14-29 歲就業人口的 30.6%上升至 2005 年的 35.1%；兩年間以每周實際工作時

數最少為 35-39 小時，由 2004 年佔 14-29 歲就業人口的 6.6%下降至 2005 年的

5.8%。 

 

  每週實際工作時數為 40-44、45-49 及 50-54 小時，2005 年人數分佈較 2004

年為多；而每週實際工作時數為<35、35-39、55-59 及>=60 小時的人數分佈，2005

年較 2004 年為少。 

 

 

 

 

 

圖四十五：按每周實際工作時數統計之 14-29

歲就業人口分佈(2004-2005) 

 

 

 

 

圖 四 十 五 ： 按 每 周 實 際 工 作 時 數 統 計 之 14-29歲 就 業 人 口 分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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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青年平均收入 

 

表表表表 4.3：：：：按歲組統計之按歲組統計之按歲組統計之按歲組統計之 14–29 歲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歲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歲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歲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1)
 (2003-2005) 

澳門元澳門元澳門元澳門元 

歲組歲組歲組歲組 2003 2004 2005 

14-29 歲總體歲總體歲總體歲總體 4,403 4,854 5,663 

14 – 19 2,531 2,893 3,321 

20 – 24 3,734 4,121 5,111 

25 – 29 5,691 6,255 6,82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4-2006。。。。 

註：（１） 調查以抽樣方式進行，對象包括所有居住在澳門半島、仔及路環居住單位的人士，但不包括水上居
民及居住於集體居住單位(如兵營、醫院、監獄、學生宿舍及安老院等)的人士。 

根據澳門勞工法例，在一定情況下 14 歲或以上為合法工作年齡，故表中提供的是 14-29 歲的勞動人口
資料。 

 

青年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14-29 歲總體中位數由 2003 年的 4,403

澳門元上升至 2005 年的 5,663 澳門元，增加了 1,260 澳門元，三年間總體及各歲

組的工作收入中位數每年均持續上升。 

 

 

 

 

 

 

圖四十六：按歲組統計之 14–29 歲就業人口每月工

作收入中位數(2003-2005) 

 

 

 

 

 

 

圖四十六：按歲組統計之14–29歲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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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青年勞動力及技術構成 

 

表表表表 4.4a：：：：按職業身份及職業統計之按職業身份及職業統計之按職業身份及職業統計之按職業身份及職業統計之 14-29 歲就業人口分佈歲就業人口分佈歲就業人口分佈歲就業人口分佈(1)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2003-2005)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 
2003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004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005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專業人員 4.5 4.3 3.4 

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12.9 13.2 11.4 

文員文員文員文員 30.4 34.0 37.3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 23.2 23.0 23.2 

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 5.4 4.7 4.7 

機台機台機台機台、、、、機器操作員機器操作員機器操作員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司機及裝配員司機及裝配員司機及裝配員 12.8 11.4 10.7 

非技術工人非技術工人非技術工人非技術工人 8.5 7.4 7.6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2.3 2.0 1.7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4-2006。。。。 

註：(1) 調查以抽樣方式進行，對象包括所有居住在澳門半島、仔及路環居住單位的人士，但不包括水上居民及居住於集體居住
單位(如兵營、醫院、監獄、學生宿舍及安老院等)的人士。 

根據澳門勞工法例，在一定情況下 14 歲或以上為合法工作年齡，故表中提供的是 14-29 歲的勞動人口資料。 

 

據就業調查資料顯示，2003 年至 2005 年間，澳門 14-29 歲的就業人口中「文

員」所佔比例每年均為最高，且由 2003 年的 30.4%上升至 2005 年的 37.3%；而

「專業人員」、「機台、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及「其他」在三年間均出現

逐年下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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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七：按職業身份及職業統計之 14-29 歲就業人口分佈總數(2003-2005) 

 

 

 

 

 

 

 

 

 

 

 

 

 

 

 

圖四十七：按職業身份及職業統計之14-29歲就業人口分佈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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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b：：：：按職業身份及職業統計之按職業身份及職業統計之按職業身份及職業統計之按職業身份及職業統計之 14-29 歲就業人口分佈歲就業人口分佈歲就業人口分佈歲就業人口分佈(1)
 (2003-2005)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 

職業身份職業身份職業身份職業身份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職業身份職業身份職業身份職業身份 

非僱員非僱員非僱員非僱員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專業人員 4.5 4.2 3.3 o
(2)

 0.1 o
(2)

 

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12.7 12.6 11.1 0.2 0.6 0.3 

文員文員文員文員 30.1 33.7 37.1 0.2 0.3 0.2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銷售及同類工作人銷售及同類工作人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員員員 22.2 22.4 22.6 1.0 0.5 0.6 

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 5.3 4.5 4.6 0.1 0.2 0.1 

機台機台機台機台、、、、機器操作員機器操作員機器操作員機器操作員、、、、 

司機及裝配員司機及裝配員司機及裝配員司機及裝配員 
12.7 11.2 10.7 0.1 0.2 o

(2)
 

非技術工人非技術工人非技術工人非技術工人 8.4 7.3 7.6 0.1 o
(2)

 o
(2)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8 1.2 0.8 0.6 1.0 1.0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97.7 97.1 97.8 2.3 2.9 2.2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4-2006。。。。 

註：（１） 調查以抽樣方式進行，對象包括所有居住在澳門半島、仔及路環居住單位的人士，但不包括水上居民及居住於集體居
住單位(如兵營、醫院、監獄、學生宿舍及安老院等)的人士。 

根據澳門勞工法例，在一定情況下 14 歲或以上為合法工作年齡，故表中提供的是 14-29 歲的勞動人口資料。 

（２） 代表結果數字少於採用單位半數。 

 

據就業調查，澳門 14-29 歲的就業人口中僱員所佔比率由 2003 年的 97.7%

下降至 2004 年的 97.1%，在 2005 年則回升至 97.8%。非僱員所佔比率方面，由

2003 年的 2.3%上升至 2004 年的 2.9%，並於 2005 年回落至 2.2%。 

 

 

 

 

 

 

 

圖四十八：按職業身份統計之 14-29 歲就業人口分佈總數(2003-2005) 

 

 

 

 

 

 

 

 

圖四十八：按職業身份統計之14-29歲就業人口分佈總數(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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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育程度與所得之關係 

 

表表表表 4.5：：：：按最高受教育程度統計之按最高受教育程度統計之按最高受教育程度統計之按最高受教育程度統計之 14–29 歲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歲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歲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歲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1)
  

(2003-2005) 

               澳門元澳門元澳門元澳門元 

最高受教育程度最高受教育程度最高受教育程度最高受教育程度 2003 2004 2005 

14-29 歲總體歲總體歲總體歲總體 4,403 4,854 5,663 

從未入學從未入學從未入學從未入學/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學前教育 3,275 3,418 3,662 

小學教育小學教育小學教育小學教育 3,550 3,787 4,278 

中學教育中學教育中學教育中學教育 3,734 4,222 4,903 

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高等教育 7,691 7,758 8,67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統計暨普查局提供，，，，2004-2006。。。。 

註：（１） 
調查以抽樣方式進行，對象包括所有居住在澳門半島、仔及路環居住單位的人士，但不包括水上居民及居住於集體居
住單位(如兵營、醫院、監獄、學生宿舍及安老院等)的人士。 

根據澳門勞工法例，在一定情況下 14 歲或以上為合法工作年齡，故表中提供的是 14-29 歲的勞動人口資料。 

 
就業人口：在參考期間，為了金錢或物質的報酬、利潤或家庭收入而工作至少 1 個小時的 14 歲或以上人士的總合。這

包括了那些被僱用而沒有上班，但與僱主保持正式的聯繫；或擁有 1 間公司，但因特別原因而暫時沒有上班
的人士。 

 
工作收入：以僱員而言，工作收入是與“薪酬”一致的。以非僱員而言，工作收入是生產總值與生產開支及資產折扣間

之差額。 

 

按最高受教育程度統計之 14–29 歲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14-29 歲

總體之中位數由 2003 年的 4,403 澳門元上升至 2005 年的 5,663 澳門元，三年間

14-29 歲總體、從未入學/學前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高等教育的每月工作

收入中位數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圖四十九：按最高受教育程度統計之 14–29 

歲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2003-2005) 

 

 

 

 

 

 

 

圖四十九：按最高受教育程度統計之14–29歲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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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人均個人擁有圖書數量 
 

表表表表 5.1：：：：13-29 歲歲歲歲青年過去一年擁有書籍數量青年過去一年擁有書籍數量青年過去一年擁有書籍數量青年過去一年擁有書籍數量（（（（藏書量藏書量藏書量藏書量）（）（）（）（2004-2006）））） 

 

 
2004 

(N=1112) 

2005 

(N=1295) 

2006 

(N=1666) 

平均消閒書平均消閒書平均消閒書平均消閒書 17.0 本 21.7 本 22.9 本 

平均非消閒書平均非消閒書平均非消閒書平均非消閒書 12.3 本 16.5 本 13.4 本 

總平均藏書總平均藏書總平均藏書總平均藏書 29.3 本 38.2 本 36.3 本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2004；；；；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2005-2006。。。。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青年受訪者過去

一年平均總藏書量先升後降，由 2004 年的 29.3 本上升至 2005 年的 38.2 本，在

2006 年則下降至 36.3 本。 

 

 

 

 

 

 

 

圖五十：13-29 歲青年過去一年擁有書籍數量（藏書量）

(2004-2006) 

 

 

 

 

 

 

 

 

 

 

 

 

 

 

圖五十：13-29歲青年過去一年擁有書籍數量（藏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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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每天平均閱讀時間 

 

表表表表 5.2：：：：13-29 歲歲歲歲青年每天不同青年每天不同青年每天不同青年每天不同類型的閱讀時間類型的閱讀時間類型的閱讀時間類型的閱讀時間（（（（2004-2006）））） 

百分比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學習閱讀時間學習閱讀時間學習閱讀時間學習閱讀時間 消閒閱讀時間消閒閱讀時間消閒閱讀時間消閒閱讀時間 報章閱讀時間報章閱讀時間報章閱讀時間報章閱讀時間 

2004 

(N=1093) 

2005 

(N=1295) 

2006 

(N=1666) 

2004 

(N=1094) 

2005 

(N=1295) 

2006 

(N=1666) 

2004 

(N=1093) 

2005 

(N=1295) 

2006 

(N=1666)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11.2 15.7 17.4 18.4 17.1 16.1 25.0 25.0 26.9 

1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內內內內 
25.3 31.4 45.6 46.3 46.9 53.3 62.4 60.3 61.0 

2 至至至至 3 37.2 28.9 24.4 27.7 22.5 22.6 10.6 9.2 9.1 

4 至至至至 5 14.6 9.5 6.2 6.3 5.0 4.6 1.6 2.8 1.4 

6 至至至至 7 7.1 4.9 2.2 0.7 3.1 1.9 0.3 0.5 0.7 

8 至至至至 9 2.4 2.8 2.0 0.1 2.0 0.8 0.1 0.8 0.2 

1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或以上或以上或以上或以上 
2.1 6.6 2.2 0.5 3.4 0.7 0 1.5 0.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2004；；；；澳門基督澳門基督澳門基督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教青年會教青年會教青年會，，，，2005-2006。。。。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學習閱讀時

間」、「消閒閱讀時間」、「報章閱讀時間」均以「1 小時內」所佔的百分比最高，

每天因學習而閱讀以「1 小時內」升幅最多，三年間上升了 20.3%；而每天因消

閒而閱讀方面，只有以「1 小時內」三年間上升了 7.0％；在閱讀報章方面，在

「1 小時內」、「2 至 3 小時」及「4 至 5 小時」在三年均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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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一﹕13-29 歲青年每天不同類型的閱讀時間(2004-2006) 

 

 

 

 

 

 

 

 

 

 

 

 

 

 

 

 

 

 

圖五十一﹕13-29歲青年每天不同類型的閱讀時間(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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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閒暇活動內容和時間分配 

 

表表表表 5.3：：：：13-29 歲歲歲歲青年在過去一星期最常參與青年在過去一星期最常參與青年在過去一星期最常參與青年在過去一星期最常參與
（（（（1））））的閒暇活動及其平均時數的閒暇活動及其平均時數的閒暇活動及其平均時數的閒暇活動及其平均時數

（（（（2004-2006）））） 

 

閒暇活動閒暇活動閒暇活動閒暇活動 

平均時數平均時數平均時數平均時數（（（（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2004 

(N=1099) 

2005 

(N=1062) 

2006 

(N=1666) 

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 1.1 1.57 1.71 

電腦上網電腦上網電腦上網電腦上網 0.78 1.31 1.73 

逛街逛街逛街逛街/購物購物購物購物 0.57 0.51 1.17 

與朋友閒談與朋友閒談與朋友閒談與朋友閒談 0.49 0.59 0.75 

外出用膳外出用膳外出用膳外出用膳 0.15 0.33 0.49 

網上電腦遊戲網上電腦遊戲網上電腦遊戲網上電腦遊戲 0.30 0.76 0.72 

家居影家居影家居影家居影音娛樂音娛樂音娛樂音娛樂 0.22 0.35 0.42 

球類體育活動球類體育活動球類體育活動球類體育活動 0.24 0.33 0.75 

課外閱讀課外閱讀課外閱讀課外閱讀 0.16 0.27 0.36 

做家務做家務做家務做家務 0.21 0.2 0.29 

唱卡拉唱卡拉唱卡拉唱卡拉 ok -- 0.16 0.42 

返拱北返拱北返拱北返拱北 -- 0.28 0.33 

興趣班興趣班興趣班興趣班 -- 0.17 0.19 

到電影院看電到電影院看電到電影院看電到電影院看電

影影影影 
-- 0.08 0.1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2004；；；；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2005-2006。。。。 

            註：（1）最常參與是指青年一星期內投入得最多時間者。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青年受訪者在受

訪前過去一星期最常參與的閒暇活動在「看電視」、「電腦上網」、「與朋友閒談」、

「外出用膳」、「家居影音娛樂」、「球類體育運動」、「課外閱讀」各方面，三年間

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其中增幅最多的為「電腦上網」，其平均時間增加了 0.95

小時，其次是「看電視」，其平均時間增加了 0.6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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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二：13-29 歲青年在過去一星期最常參與的閒暇活動及其平均時數

(2004-2006) 

 

 

 

 

 

 

 

 

 

 

 

 

 

 

 

 

 

圖五十二：13-29歲青年在過去一星期最常參與的閒暇活動及其平均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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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圖書館數量及使用人次 

 

表表表表 5.4a：：：：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室數量室數量室數量室數量(2003，，，，2005-2006) 

 

圖書館類型圖書館類型圖書館類型圖書館類型 2003
(1)

 2005 2006 

公共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公共圖書館 

(包括圖書館包括圖書館包括圖書館包括圖書館、、、、圖書室圖書室圖書室圖書室、、、、自修室及閱自修室及閱自修室及閱自修室及閱

覽室覽室覽室覽室) 

47 50 53 

大學及專科學校圖書館大學及專科學校圖書館大學及專科學校圖書館大學及專科學校圖書館(室室室室) 16 16 18 

專門圖書館專門圖書館專門圖書館專門圖書館(室室室室) 

(包括資料室及文件中心包括資料室及文件中心包括資料室及文件中心包括資料室及文件中心) 
85 88 90 

學校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室室室室) 

(包括中學包括中學包括中學包括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小學及幼稚園小學及幼稚園小學及幼稚園) 
94 95 95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42 249 256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2005-2006。。。。 

註:（１） 資料來源為王國強、林金霞（2003）《澳門圖書館名錄 2004》。資料截至 2003 年 11 月 30 日。 

（２） 2005 年及 2006 年資料截至該年 3 月 31 日。 

 

澳門的圖書館/室於 2003 年共有 242 間，至 2006 年已增加至 256 間，四年

間全澳的圖書館/室共增加了 14 間。其中公共圖書館增加數量最多，增加了 6 間；

其次為專門圖書館（室），增加了 5 間。 

 

 

 

 

 

圖五十三：圖書館/室數量(2003,2005-2006) 

 

 

 

 

 

 

 

 

 

 

圖五十三：圖書館/室數量(2003,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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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4b：：：：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申請讀者證數量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申請讀者證數量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申請讀者證數量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申請讀者證數量(2003-2005) 

 

開證時的年齡開證時的年齡開證時的年齡開證時的年齡 2003  2004  2005  

13 歲歲歲歲 654 495 367 

14 歲歲歲歲 528 428 306 

15 歲歲歲歲 492 399 218 

16 歲歲歲歲 535 424 169 

17 歲歲歲歲 550 433 226 

18 歲歲歲歲 499 349 243 

19 歲歲歲歲 409 277 251 

20 歲歲歲歲 352 227 200 

21 歲歲歲歲 245 182 191 

22 歲歲歲歲 234 180 154 

23 歲歲歲歲 226 155 165 

24 歲歲歲歲 214 142 158 

25 歲歲歲歲 173 114 150 

26 歲歲歲歲 145 119 117 

27 歲歲歲歲 136 96 105 

28 歲歲歲歲 152 111 94 

29 歲歲歲歲 162 122 87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5706 4253  3201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提供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提供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提供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提供，，，，2004-2006。。。。 

 

據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資料，13-29歲申請讀者證總人數由 2003年的 5706

人下降至 2005 年的 3201 人。當中 21 歲、23-25 歲、27 歲人數於 2004 年下降後，

於 2005 年出現回升的現象；其餘歲數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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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四：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申請讀者證數量(2003-2005) 

 

 

 

 

 

 

 

 

 

 

 

 

 

 

 

 

 

 

 

 

 

 

 

 

 

 

 

 

 

 

 

圖五十四：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申請讀者證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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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4c：：：：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男性及女性申請讀者證數量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男性及女性申請讀者證數量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男性及女性申請讀者證數量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男性及女性申請讀者證數量(2003-2005) 

 

開證時的年齡開證時的年齡開證時的年齡開證時的年齡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275 1838 1361 3431 2415 184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提供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提供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提供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提供，，，，2004-2006。。。。 

 

 

據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資料，13-29 歲男性申請讀者證總人數由 2003 年

的 2275 人下降至 2005 年的 1361 人。而女性方面，同樣由 2003 年的 3431 人下

降至 2005 年的 1840 人。 

 

 

 

 

 

圖五十五：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男性及女性申請讀者證數量(2003-2005) 

 

 

 

 

 

 

 

 

 

 

 

 

 

 

 

圖五十五：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男性及女性申請讀者證數量(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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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文化活動參與率 

 

表表表表 5.5：：：：13-29 歲歲歲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文化活動參與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文化活動參與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文化活動參與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文化活動參與情況情況情況情況（（（（2004-2006）））） 

 

文化活動參與名稱文化活動參與名稱文化活動參與名稱文化活動參與名稱 

參與百分比參與百分比參與百分比參與百分比 

2004 

(N=1112) 

2005 

(N=1295) 

2006 

(N=1666) 

參與傳統中西文化活動參與傳統中西文化活動參與傳統中西文化活動參與傳統中西文化活動 11.0 2.2 1.3 

到文化中心欣賞文藝節目到文化中心欣賞文藝節目到文化中心欣賞文藝節目到文化中心欣賞文藝節目 24.2 8.6 7.8 

到博物館參觀到博物館參觀到博物館參觀到博物館參觀 21.6 8.5 8.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2004；；；；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2005-2006。。。。 

註：（1）  受訪者可選答多項答案。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參與傳統中西

文化活動」、「到文化中心欣賞文藝節目」及「到博物館參觀」三項活動的參與百

分比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第一項下降了 9.7%，第二項下降了 16.4%，第三項

下降了 13.6%。 

 

 

 

 

圖五十六：13-29 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文化活動參與情況(2004-2006) 

圖五十六：13-29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文化活動參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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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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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青年社團數目與種類 

 

表表表表 6.1a：：：：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之青年社團數目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之青年社團數目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之青年社團數目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之青年社團數目(以社團組織背景上分類以社團組織背景上分類以社團組織背景上分類以社團組織背景上分類)
  

(2005- 2006)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2005年年年年 
（（（（1））））

 2006年年年年
（（（（1））））

 

有社區組織功能的青年社團 16 16 

重點方向為青少年提供成長技能培訓的青年社團 3 3 

以鄉族、氏族為背景的附屬青年社團 18 18 

坊會附屬青年社團 13 13 

以開展文化、藝術及青年活動為主的青年社團 11 11 

以某一業界成員組成的團體轄下附屬的青年社團 16 16 

宗教或服務組織轄下青年組織 3 4 

地區或世界性組織澳門分支的青年社團 14 14 

學生組織團體及學生會 7 7 

義務工作者組織的青年社團 3 4 

其他 6 6 

總數 110 112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2005-2006。。。。 

註：（1） 統計資料截至該年 5 月。 

 

  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05 年及 2006 年的 5 月，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的青年

社團，從社團的組織背景上分類為 11 類。青年社團數目由 2005 年的 110 個增加

至 2006 年的 112 個，增加了 2 個，分別為「宗教或服務組織轄下青年組織」及

「義務工作者組織的青年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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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七：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之青年社團數目(以社團組織背景上分類) 

(2005-2006) 

 

 

 

 

 

 

 

 

 

 

 

 

 

 

 

 

 

 

 

 

 

 

 

 

 

 

 

 

 

 

 

圖五十七：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之青年社團數目(以社團組織背景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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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1b：：：：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之青年社團數目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之青年社團數目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之青年社團數目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之青年社團數目(以活動對象以活動對象以活動對象以活動對象/性質分類性質分類性質分類性質分類) 

(2005 - 2006)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2005年年年年
（（（（1））））

 2006年年年年
（（（（1））））

 

提供多樣化的社區青少年服務及活動提供多樣化的社區青少年服務及活動提供多樣化的社區青少年服務及活動提供多樣化的社區青少年服務及活動 16 16 

制服團體制服團體制服團體制服團體，，，，以培訓青少年成長技能為主以培訓青少年成長技能為主以培訓青少年成長技能為主以培訓青少年成長技能為主 4 4 

開展活動以鄉族開展活動以鄉族開展活動以鄉族開展活動以鄉族、、、、氏族及業界的年青會員或子女為主要對象氏族及業界的年青會員或子女為主要對象氏族及業界的年青會員或子女為主要對象氏族及業界的年青會員或子女為主要對象，，，，

聯誼性質活動較多聯誼性質活動較多聯誼性質活動較多聯誼性質活動較多 
32 32 

以街坊會的年青會員或子女為主要活動對象以街坊會的年青會員或子女為主要活動對象以街坊會的年青會員或子女為主要活動對象以街坊會的年青會員或子女為主要活動對象，，，， 

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 
12 12 

以開展文化以開展文化以開展文化以開展文化、、、、藝術活動為主藝術活動為主藝術活動為主藝術活動為主 4 4 

透過宗教組織背景的身份來開展青少年活動透過宗教組織背景的身份來開展青少年活動透過宗教組織背景的身份來開展青少年活動透過宗教組織背景的身份來開展青少年活動 6 7 

以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以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以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以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服務及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服務及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服務及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服務及活動 2 2 

以大專院校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以大專院校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以大專院校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以大專院校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 5 5 

以義工服務為主以義工服務為主以義工服務為主以義工服務為主，，，，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 3 4 

立案青年社團立案青年社團立案青年社團立案青年社團，，，，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 15 15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1 11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10 112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教育暨青年局提供，，，，2005-2006。。。。 

註：（1） 統計資料截至該年 5 月。 

 

  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05 年及 2006 年的 5 月，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的青年

社團從社團所組織的活動對象及性質分類，共分為 11 類。青年社團數目由 2005

年的 110 個增加至 2006 年的 112 個，增加了 2 個，分別為「透過宗教組織背景

的身份來開展青少年活動」及「以義工服務為主，開展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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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八：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之青年社團數目(以活動對象/性質分類) 

(2005-2006) 

 

 

 

 

 

 

 

 

 

 

 

 

 

 

 

 

 

 

 

 

 

 

 

 

 

 

 

 

 

 

 

圖五十八：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之青年社團數目(以活動對象/性質分類) 

(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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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社會參與情況（包括義工） 

 

表表表表 6.2：：：：13-29 歲歲歲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社會參與活動次數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社會參與活動次數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社會參與活動次數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社會參與活動次數（（（（2004-2006））））     

                                                                        

社會參與活動社會參與活動社會參與活動社會參與活動 

參與百分比參與百分比參與百分比參與百分比 

2004 

(N=1112) 

2005 

(N=1295) 

2006 

(N=1666) 

賣旗賣旗賣旗賣旗/公益活動公益活動公益活動公益活動 22.4 11.7 8.5 

關注社區事務活動關注社區事務活動關注社區事務活動關注社區事務活動 17.5 3.3 3.3 

義工服務義工服務義工服務義工服務 15.6 13.3 10.0 

參參參參加社區康樂活動加社區康樂活動加社區康樂活動加社區康樂活動 15.2 6.6 4.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2004；；；；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2005-2006。。。。 

註：（1）受訪者可選答多項答案。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賣旗/公益活

動」、「關注社區事務活動」、「義工服務」及「參加社區康樂活動」四項活動的參

與百分比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第一項下降了 13.9%，第二項下降了 14.2%，第

三項下降了 5.6%，第四項下降了 10.9%。 

 

 

 

 

 

 

圖五十九：13-29 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社會參與活動次數(2004-2006) 

 

 

圖五十九：13-29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社會參與活動次數(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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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選舉(政治)投票參與 

 

表表表表 6.3a：：：：18-29 歲選民登記的情況總數歲選民登記的情況總數歲選民登記的情況總數歲選民登記的情況總數(2004-2006)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2004 年年年年
（（（（1））））

 2005 年年年年
（（（（2））））

 2006 年年年年
（（（（3））））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8-19 634 782 1416 2822 2672 5494 751 772 1523 

20-24 4973 4679 9652 9332 8569 17901 9880 8975 18855 

25-29 6298 5831 12129 7669 7043 14712 7649 7256 14905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1905 11292 23197 19823 18284 38107 18280 17003 3528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行政暨公職局提供行政暨公職局提供行政暨公職局提供行政暨公職局提供，，，，2008。。。。 

註：（1）2004 年須進行行政長官選舉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統計資料截至該年 4 月 4 日。 

  （2）2005 年須進行立法會選舉，統計資料截至該年 5 月 28 日。 

  （3）2006 年為非選舉年，統計資料截至該年 5 月 31 日。  

 （4）本資料為行玫暨公職局提供的更新資料，與之前發佈於《澳門青年指標 2004》、《澳門青年指標 2005》、《澳門青

年指標 2006》的數據統計資料截止日期為不同。 

 

統計資料顯示，2004 年至 2006 年間，18-29 歲已經登記的選民人數由 2004

年的 23197 人上升至 2005 年的 38107 人，但在 2006 年則下降至 35283 人；其中

20-24 歲及 25-29 歲三年間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2004 年至 2006 年間已經登記的選民人數中，20-24 歲、25-29 歲的女性及

20-24 歲男性，三年間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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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18-29 歲選民登記的情況總數(2004-2006) 

 

 

 

 

 

 

 

 

 

 

 

 

 

圖六十：18-29歲選民登記的情況總數(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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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3b：：：：按性別劃分之按性別劃分之按性別劃分之按性別劃分之 18-29 歲選民登記情況歲選民登記情況歲選民登記情況歲選民登記情況(2004-2006)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年年年年度度度度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2004 2005 2006 2004 2005 2006 

18 歲歲歲歲 155 237 284 213 217 284 

19 歲歲歲歲 437 379 2148 531 437 1997 

20 歲歲歲歲 356 586 2054 382 623 1924 

21 歲歲歲歲 1387 463 1947 1241 472 1828 

22 歲歲歲歲 1147 1213 1789 1087 1120 1584 

23 歲歲歲歲 1034 992 1957 981 987 1770 

24 歲歲歲歲 1037 753 1700 982 735 1581 

25 歲歲歲歲 967 687 1343 1009 716 1294 

26 歲歲歲歲 1251 551 1334 1112 598 1262 

27 歲歲歲歲 1361 442 1080 1120 510 1055 

28 歲歲歲歲 1262 364 930 1254 409 937 

29 歲歲歲歲 1455 405 836 1332 421 792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1849 7072 17402 11244 7245 1630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行政暨公職局提供行政暨公職局提供行政暨公職局提供行政暨公職局提供，，，，2004-2006。。。。 

註：（1） 統計資料截至每年 3 月。 

  統計資料顯示，2004 年至 2006 年間截至每年的 3 月，18-29 歲已經登記的

男性選民人數由 2004 年的 11849 人下降至 2005 年的 7072 人，但在 2006 年則回

升至 17402 人；女性方面，同樣由 2004 年的 11244 人下降至 2005 年的 7245 人，

並在 2006 年回升至 16308 人。 

 

 

 

 

 

 

圖六十一：按性別劃分之 18-29 歲選民登記情況(2004-2006) 

 

 

 

 

 

 

 

圖六十一：按性別劃分之18-29歲選民登記情況(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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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3c：：：：13-29 歲歲歲歲青年願意成為選民青年願意成為選民青年願意成為選民青年願意成為選民、、、、候選人及在立法會選舉投票的情況候選人及在立法會選舉投票的情況候選人及在立法會選舉投票的情況候選人及在立法會選舉投票的情況

（（（（2004-2006））））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2004 

(N=1112) 

2005 

(N=1295) 

2006 

(N=1666) 

投票選舉意願投票選舉意願投票選舉意願投票選舉意願 一定會一定會一定會一定會/會會會會 一定會一定會一定會一定會/會會會會 一定會一定會一定會一定會/會會會會 

登記成為選民登記成為選民登記成為選民登記成為選民 75.1 42.9 54.9 

參與立法會選舉投票參與立法會選舉投票參與立法會選舉投票參與立法會選舉投票 62.4 31.4 46.5 

成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成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成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成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 13.5 4.9 6.1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2004；；；；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2005-2006。。。。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表示他們

會「登記成為選民」的由 2004 年的 75.1%下降至 2005 年的 42.9%，並於 2006

年回升至 54.9%。而在「參與立法會選舉投票」方面，同樣亦由 2004 年的 62.4%

下降至 2005 年的 31.4%，並於 2006 年回升至 46.5%。最後，在願意「成為立法

會選舉候選人」的受訪者亦由 2004 年的 13.5%下降至 4.9%並於 2006 年回升至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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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二：13-29 歲青年願意成為選民、候選人及在立法會選舉投票的情況

(2004-2006) 

 

 

 

 

 

 

 

 

 

 

 

 

 

 

 

 

 

 

 

 

 

 

圖六十二：13-29歲青年願意成為選民、候選人及在立法會選舉投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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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青年政策參與 

 

表表表表 6.4a：：：：13-29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曾否參與有關青年政策制定的討論曾否參與有關青年政策制定的討論曾否參與有關青年政策制定的討論曾否參與有關青年政策制定的討論（（（（2005-2006）））） 

百分比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2005 

(N=1099) 

2006 

(N=1016) 

有有有有 4.5 6.6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92.9 93.3 

拒答拒答拒答拒答/不知不知不知不知/難說難說難說難說 2.7 0.1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2005-2006 (b)。。。。 

              

 

據2005年至2006年間以13-29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表示曾參與

青年政策制定討論的，在2006年上升了2.1%；而受訪者表示沒有曾經參與的在

2006年亦上升了0.4%。 

 

 

 

 

 

圖六十三：13-29 歲青年曾否參與有關青年政策制定的

討論(2005-2006) 

 

 

 

 

 

 

 

 

 

 

 

 

 

 

圖六十三：13-29歲青年曾否參與有關青年政策制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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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4b：：：：13-29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參與青年政策制定的意願參與青年政策制定的意願參與青年政策制定的意願參與青年政策制定的意願（（（（2005-2006）））） 

百分比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2005 

(N=1099) 

2006 

(N=1016) 

想想想想 71.4 57.0 

不想不想不想不想 28.6 34.1 

拒答拒答拒答拒答/不知不知不知不知/難說難說難說難說 0.0 9.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2005-2006 (b)。。。。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表示「想」

參與青年政策的制定在 2006 年下降了 14.4%；而表示「不想」的亦在 2006 年上

升了 5.5%。 

 

 

 

 

 

圖六十四：13-29 歲青年參與青年政策制定的意願(2005-2006) 

 

 

 

圖六十四：13-29歲青年參與青年政策制定的意願(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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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青年犯罪與行為偏差青年犯罪與行為偏差青年犯罪與行為偏差青年犯罪與行為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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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犯罪人數及分類 

 

表表表表 7.1a：：：：犯罪人數總數犯罪人數總數犯罪人數總數犯罪人數總數(2003-2005)
(1)

 

 

 2003 2004 2005 

13-15 歲歲歲歲 148 180 248 

16-18 歲歲歲歲 285 295 277 

19-20 歲歲歲歲 184 201 248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617 676 773 

21 歲及以上歲及以上歲及以上歲及以上(2)
 9122 9163 979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739 9839 1056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2004-2006。。。。 

註:  (1)  數字包括所有國籍人士。 

     (2)  21 歲及以上未分男女數，及當中包括未能確定身份人士。 

 

2003 年至 2005 年間 13-20 歲觸犯法例人數由 617 人升至 773 人，當中 13-15

歲及 19-20 歲的犯罪人數每年均有上升的趨勢，而 16-18 歲則出現先上升後下降

的現象。 

 

 

 

 

圖六十五：犯罪人數總數(2003-2005) 

 

 

 

 

 

 

 

 

 

 

 

 

 

 

圖六十五：犯罪人數總數(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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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1b：：：：按主要犯罪項目分類之犯罪人數按主要犯罪項目分類之犯罪人數按主要犯罪項目分類之犯罪人數按主要犯罪項目分類之犯罪人數(2003-2005)
(1)

 

 

 
侵犯人身罪侵犯人身罪侵犯人身罪侵犯人身罪 侵犯財產罪侵犯財產罪侵犯財產罪侵犯財產罪 

妨害妨害妨害妨害 

社會生活罪社會生活罪社會生活罪社會生活罪 
妨害本地區罪妨害本地區罪妨害本地區罪妨害本地區罪 未分類之罪案未分類之罪案未分類之罪案未分類之罪案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13-15 歲歲歲歲 62 76 118 81 100 113 2 1 9 0 0 -- 3 3 8 

16-18 歲歲歲歲 101 91 95 125 122 99 24 40 44 22 20 17 13 22 22 

19-20 歲歲歲歲 49 65 78 57 47 75 29 20 30 26 38 32 23 31 33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12 232 291 263 269 287 55 61 83 48 58 49 39 56 63 

21 歲及以上歲及以上歲及以上歲及以上(2)
 3996 3807 4041 2920 2755 3268 514 729 816 710 824 684 982 1048 98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4208 4039 4332 3183 3024 3555 569 790 899 758 882 733 1021 1104 104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2004-2006。。。。 

註:(1)  數字包括所有國籍人士。 

  (2)  21 歲及以上未分男女數，及當中包括未能確定身份人士。 

 

2003 年至 2005 年間按主要犯罪項目分類，13-20 歲中以侵犯財產罪的人數

最多，其次為侵犯人身罪。13-20 歲犯罪人數當中，侵犯人身罪、侵犯財產罪、

妨害社會生活罪及未分類之罪案每年有上升的現象，只有妨害本地區罪有先上升

後下降的現象。 

 

 

 

 

圖六十六：按年份主要犯罪項目分類之犯罪人數(2003-2005) 

 

 

 

 

 

 

 

 

 

 

 

 

 

 

圖六十六：按年份主要犯罪項目分類之犯罪人數(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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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1c：：：：13-20 歲按主要犯罪項目分類之男性歲按主要犯罪項目分類之男性歲按主要犯罪項目分類之男性歲按主要犯罪項目分類之男性及女性及女性及女性及女性犯罪人數犯罪人數犯罪人數犯罪人數(2003-2005)
(1)

 

 

 
侵犯人身罪侵犯人身罪侵犯人身罪侵犯人身罪 侵犯財產罪侵犯財產罪侵犯財產罪侵犯財產罪 

妨害妨害妨害妨害 

社會生活罪社會生活罪社會生活罪社會生活罪 
妨害本地區罪妨害本地區罪妨害本地區罪妨害本地區罪 未分類之罪案未分類之罪案未分類之罪案未分類之罪案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181 183 235 239 228 233 14 23 37 10 14 13 18 35 54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31 49 56 24 41 54 41 38 46 38 44 36 21 21 9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2004-2006。。。。 

註:(1)  數字包括所有國籍人士。 

   

 

2003 年至 2005 年間，13-20 歲男性犯罪人數以侵犯財產罪人數最多，共 700

人。侵犯人身罪的男性犯罪人數由 2003 年的 181 人增加至 2005 年的 235 人，增

幅較其他項目為多。 
 

女性方面，13-20 歲女性犯罪人數以侵犯人身罪人數最多，共 136 人。其中

以侵犯人身罪及侵犯財產罪的女性犯罪人數增幅較多，前者在三年間增加了 25

人，後者則增加了 30 人。在各項犯罪項目分類之中，妨害本地區罪及未分類之

罪案的女性犯罪人數均有下降現象，前者下降了 2 人，後者下降了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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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吸毒與藥物濫用 

 

表表表表 7.2a：：：：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人數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人數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人數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人數(2003-2005)
(1)

 

 

 2003 2004 2005 

13-14 歲歲歲歲 0 0 0 

15-19 歲歲歲歲 5 12 7 

20-24 歲歲歲歲 10 9 7 

25-29 歲歲歲歲 9 21 4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4 42 1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2004-2006。。。。 

註:(1)數字只涉及澳門居民。 

 

2003 年至 2005 年共 84 名 13-29 歲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三年間，非法販

賣藥物人數由 2003 年的 24 人，上升至 2004 年的 42 人，再回落至 2005 年的 18

人。非法販賣藥物青少年以 25-29 歲的增幅及減幅最多，此外，三年間未有涉及

13-14 歲的青少年。 

 

 

 

 

 

圖六十七：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人數總數(2003-2005) 

 

 

 

 

 

 

 

 

 

 

 

 

 

 

圖六十七：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人數總數 (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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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2b：：：：按販賣藥物分類之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人數按販賣藥物分類之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人數按販賣藥物分類之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人數按販賣藥物分類之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人數(2003-2005)
(1)

 

 

 海洛英海洛英海洛英海洛英 大麻大麻大麻大麻 違禁藥丸違禁藥丸違禁藥丸違禁藥丸 冰冰冰冰 可卡因可卡因可卡因可卡因 氯胺酮氯胺酮氯胺酮氯胺酮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 18 4 9 11 7 4 4 5 0 0 0 0 0 1 2 8 0 0 1 1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2004-2006。。。。 

  註:(1)數字只涉及澳門居民。 

 

2003 年至 2005 年間 13-29 歲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中，以販賣海洛英的人數

最多，共 31 人，其次為販賣大麻，有 27 人。三年間，販賣海洛英、大麻、氯

胺酮的人數有先上升後下降的現象。 

 

 

表表表表 7.2c：：：：男女男女男女男女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人數非法販賣藥物人數非法販賣藥物人數非法販賣藥物人數(2003-2005)(1) 

 

 海洛英海洛英海洛英海洛英 大麻大麻大麻大麻 違禁藥丸違禁藥丸違禁藥丸違禁藥丸 冰冰冰冰 可卡因可卡因可卡因可卡因 氯胺酮氯胺酮氯胺酮氯胺酮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8 16 3 7 11 7 2 4 5 0 0 0 0 0 1 1 7 0 0 1 1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1 2 1 2 0 0 2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2004- 2006。。。。 

註:(1)數字只涉及澳門居民。 

 

2003 年至 2005 年間 13-29 歲男性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中，以販賣海洛英的

人數最多，共 27 人，其次為販賣大麻，有 25 人。三年間，販賣海洛英、大麻、

氯胺酮的男性人數有先上升後下降的現象。 

 

2003 年至 2005 年間 13-29 歲女性青少年非法販賣藥物中，以販賣海洛英的

人數最多，共 4 人。三年間，販賣海洛英女性人數有略為上升後下降的現象，而

其他女性涉及的非法販賣藥物，如大麻、違禁藥丸、氯胺酮等，2005 年的人數

均較 2003 年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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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2d：：：：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總數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總數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總數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總數(2003-2005)
(1)

 

 

 2003 2004 2005 

13-14 歲歲歲歲 1 2 0 

15-19 歲歲歲歲 2 5 10 

20-24 歲歲歲歲 14 8 8 

25-29 歲歲歲歲 14 23 8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31 38 26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2004-2006。。。。 

註:(1)數字只涉及澳門居民。 

 

2003 年至 2005 年共 95 名 13-29 歲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三年間，非法濫

用藥物人數由 2003 年的 31 人，上升至 2004 年的 38 人，再回落至 2005 年的 26

人。非法濫用藥物青少年以 25-29 歲的增幅及減幅最多，而 15-19 歲的非法濫用

藥物人數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圖六十八：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總數(2003-2005) 

 

 

 

 

 

 

 

 

 

 

 

 

 

 

 

 

圖六十八：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總數(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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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2e：：：：按濫用藥物分類之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按濫用藥物分類之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按濫用藥物分類之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按濫用藥物分類之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2003-2005)
(1)

 

 

 海洛英海洛英海洛英海洛英 大麻大麻大麻大麻 違禁藥丸違禁藥丸違禁藥丸違禁藥丸 冰冰冰冰 可卡因可卡因可卡因可卡因 氯胺酮氯胺酮氯胺酮氯胺酮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4 10 5 14 11 7 8 11 7 0 0 0 0 1 0 5 5 0 0 0 7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2004-2006。。。。 

  註:(1)數字只涉及澳門居民。 

 

2003 年至 2005 年間 13-29 歲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中，以濫用大麻的人數最

多，共 32 人，其次為違禁藥丸，共 26 人。三年間，濫用海洛英、違禁藥丸及可

卡因的人數有先上升後下降的現象，而濫用大麻的人數則逐年下降。 

 

 

 

 

 

圖六十九：按濫用藥物分類之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2003-2005) 

 

 

 

 

 

 

 

 

 

 

 

 

 

 

 

 

 

 

 

 

圖六十九：按濫用藥物分類之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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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2f：：：：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人數(2003-2005)
(1)

 

 

 海洛英海洛英海洛英海洛英 大麻大麻大麻大麻 違禁藥丸違禁藥丸違禁藥丸違禁藥丸 冰冰冰冰 可卡因可卡因可卡因可卡因 氯胺酮氯胺酮氯胺酮氯胺酮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03 04 05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3 10 3 12 9 7 6 9 6 0 0 0 0 1 0 5 4 0 0 0 7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1 0 2 2 2 0 2 2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保安協調辦公室提供，，，，2004-2006。。。。 

   註:(1)數字只涉及澳門居民。 

 

 

2003 年至 2005 年間 13-29 歲男性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中，以濫用大麻的人

數最多，共 28 人，其次為違禁藥丸，有 21 人。三年間，濫用海洛英、違禁藥

丸及可卡因的男性人數有先上升後下降的現象，而濫用大麻及氯胺酮的人數則

逐年下降。 

 

2003 年至 2005 年間 13-29 歲女性青少年非法濫用藥物中，以濫用違禁藥丸

的人數最多，共 5 人，其次為大麻，有 4 人。三年間，除海洛英外，女性涉及的

非法濫用藥物，如大麻、違禁藥丸，2005 年的人數均較 2003 年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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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2g：：：：社會工作局戒毒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工作局戒毒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工作局戒毒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工作局戒毒綜合服務中心 13-29 歲求助人數歲求助人數歲求助人數歲求助人數(2003-2005) 

 

  2003 2004 2005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性 63 63 47 

女性 13 27 24 

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婚姻狀況 未婚 65 61 50 

已婚 6 9 10 

同居 3 1 1 

離婚 2 3 0 

不詳 -- 16 10 

出生地出生地出生地出生地 澳門 35 40 22 

香港 3 3 3 

中國 37 31 27 

其他 1 16 18 

不詳 -- -- 1 

主要濫用主要濫用主要濫用主要濫用 

毒品毒品毒品毒品 

海洛英 59 67 54 

MDMA -- 3 1 

LSD -- 1 -- 

大麻 -- 5 -- 

酒精 1 1 -- 

可待因 4 2 6 

氯安酮 -- 2 1 

安非他命 4 -- -- 

安定 3 -- -- 

三唑侖 1 -- -- 

煙草 1 -- 1 

其他鎮痛劑 1 -- -- 

藍精靈 1 -- -- 

不詳 1 9 8 

使用方式使用方式使用方式使用方式 鼻服 1 2 2 

靜脈注射 34 38 36 

肌肉注射 7 5 3 

嗅服 13 16 10 

吸服 6 11 3 

口服 13 8 8 

其他 1 1 1 

不詳/沒有 1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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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小學 39 26 17 

初中 26 34 25 

高中 8 13 10 

大專/大學 3 6 7 

不詳 -- 11 12 

職業狀況職業狀況職業狀況職業狀況 學生 5 6 5 

就業 19 30 24 

失業 50 42 31 

其他 2 2 2 

不詳 -- 10 9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社會工作局提供社會工作局提供社會工作局提供社會工作局提供，，，，2004-2006。。。。 

 註:(1) MDMA: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 

      (2) LSD: 麥角酸二乙基酰胺。 

 

2003 年至 2005 年間，社會工作局戒毒綜合服務中心 13-29 歲男性求助人數

由 2003 年的 63 人下降至 2005 年的 47 人，女性求助人數由 2003 年的 13 人上

升至 2005 年的 24 人。求助者當中未婚者及同居者略為下降，而已婚者則略為

上升。出生地以中國的求助者人數三年間有下降現象，而出生地為澳門的求助

者，由 2003 年的 35 人上升至 2004 年的 40 人，再下降至 2005 年的 22 人。三

年間的求助者均以濫用海洛英最多，使用方式以靜脈注射最多。求助者教育程

度方面，小學程度的求助者三年間有下降的現象，而初中及高中則有先上升後

下降的現象，而大學程度的求助者亦有逐年增加的現象。職業狀況方面，三年

間求助者均以失業者較多，但有下降的現象，而就業的求助者則由 2003 年的

19 人增加至 2004 年的 30 人，到 2006 年下降至 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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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偏差行為種類、比例 
 

表表表表 7.3：：：：13-29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的偏差行為的參與率的偏差行為的參與率的偏差行為的參與率的偏差行為的參與率（（（（2005-2006）））） 

百分比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2005 

(N=1285) 

2006 

(N=982) 

帶白粉帶白粉帶白粉帶白粉/毒品毒品毒品毒品 0.0 0.4 

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搶劫搶劫搶劫搶劫 0.6 1.0 

講粗口講粗口講粗口講粗口 55.0 52.1 

加入黑社會加入黑社會加入黑社會加入黑社會/收馬仔收馬仔收馬仔收馬仔 0.2 0.8 

吸食吸食吸食吸食/濫用毒品濫用毒品濫用毒品濫用毒品 1.7 0.6 

沉迷網吧沉迷網吧沉迷網吧沉迷網吧/遊戲機中心遊戲機中心遊戲機中心遊戲機中心 15.3 11.6 

恐嚇別人恐嚇別人恐嚇別人恐嚇別人，，，，勒索金錢勒索金錢勒索金錢勒索金錢 0.9 1.1 

吸煙吸煙吸煙吸煙 24.5 8.7 

非法賭博非法賭博非法賭博非法賭博 8.1 4.1 

企圖企圖企圖企圖/曾自殺曾自殺曾自殺曾自殺 2.7 1.8 

無牌駕駛無牌駕駛無牌駕駛無牌駕駛 4.2 2.7 

毆打傷人毆打傷人毆打傷人毆打傷人 1.8 1.2 

欠交功課欠交功課欠交功課欠交功課 17.8 47.1 

破壞課堂秩序破壞課堂秩序破壞課堂秩序破壞課堂秩序 7.3 18.1 

與教師衝突與教師衝突與教師衝突與教師衝突 4.0 12.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2005-2006。。。。 

註：（1）  若為非在學者在填欠交功課、破壞課堂秩序、與教師衝突時則選擇「不適用」。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兩年間最多人參

與的偏差行為都是以「講粗口」最多，在 2006 年下降了 2.9%。在眾多項目之中，

以「欠交功課」的升幅最多，兩年間上升了 29.3%。此外，「吸煙」行為在兩年

間的趺幅亦為最多，下降了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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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13-29 歲青年的偏差行為的參與率(2005-2006) 

 

 

 

 

 

 

 

 

 

 

 

 

 

 

 

 

 

 

圖七十：13-29歲青年的偏差行為的參與率(2005-2006)

52.1

11.6

8.7

47.1

18.1

0 0.4

1

0.6

55

0.8

0.2 0.6

1.7

15.3

1.1
0.9

24.5

4.1

8.1

1.82.7

2.74.2

1.21.8

17.8

7.3
4

12.4

0

10

20

30

40

50

60

2005 2006

百

分

比

帶白粉/毒品 打劫/搶劫 講粗口
加入黑社會/收馬仔 吸食/濫用毒品 沉迷網吧/遊戲機中心
恐嚇別人，勒索金錢 吸煙 非法賭博
企圖/曾自殺 無牌駕駛 毆打傷人
欠交功課 破壞課堂秩序 與教師衝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澳門青年指標 2004-2006 趨勢分析                104 

7.4 少年感化院及監獄人數變化 

 

表表表表 7.4a：：：：澳門少年感化院人數變化澳門少年感化院人數變化澳門少年感化院人數變化澳門少年感化院人數變化(2003-2005) 

 

 進院進院進院進院 離院離院離院離院 在院在院在院在院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13 歲歲歲歲 4 5 7 0 0 0 8 5 4 

14 歲歲歲歲 6 13 9 2 1 2 14 8 12 

15 歲歲歲歲 8 9 13 2 3 0 31 16 22 

16 歲歲歲歲 4 1 1 6 10 4 20 18 18 

17 歲歲歲歲 3 2 1 3 8 9 12 14 12 

18 歲歲歲歲 0 0 0 3 4 4 4 7 8 

19 歲歲歲歲 0 0 0 1 3 4 1 5 3 

20 歲歲歲歲 0 -- 0 3 -- 1 2 -- 2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5 30 31 20 29 24 92 73 81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法務局法務局法務局法務局少年感化院提供少年感化院提供少年感化院提供少年感化院提供，，，，2004-2006。。。。 

 

2003 年至 2005 年，澳門少年感化院 13 歲或以上的在院人數由 2003 年的 92

人下降至 2004 的 73 人，再回升至 2005 年的 81 人。 

     

進入少年感化院方面，2003 年至 2005 年的進院人數每年均有上升，而離開

少年感化院方面，由 2003 年的 20 人增加至 2004 年的 29 人，在回落至於 2005

年的 24 人。 

 

 

 

 

 

圖七十一：澳門少年感化院按人數變化(2003-2005) 

 

 

 

 

 

 

 

 

圖七十一：澳門少年感化院按人數變化 (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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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4b：：：：澳門少年感化院澳門少年感化院澳門少年感化院澳門少年感化院男女男女男女男女人數變化人數變化人數變化人數變化(2003-2005) 

 

 進院進院進院進院 離院離院離院離院 在院在院在院在院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19 17 22 15 24 20 75 53 56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6 13 9 5 5 4 17 20 25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法務局法務局法務局法務局少年感化院提供少年感化院提供少年感化院提供少年感化院提供，，，，2004-2006。。。。 

 

   2003 年至 2005 年，澳門少年感化院 13 歲或以上的男性在院人數由 2003

年的 75 人下降至 2004 的 53 人，再略為回升至 2005 年的 56 人。 

     

男性進入少年感化院方面，由 2003 年的 19 人增加至 2005 年的 22 人，而男

性離開少年感化院方面，亦由 2003 年的 15 人增加至 2005 年的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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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4c：：：：澳門監獄澳門監獄澳門監獄澳門監獄 16-29 歲歲歲歲人數變化人數變化人數變化人數變化（（（（2003-2005）））） 

    

 進獄進獄進獄進獄 離獄離獄離獄離獄 在獄在獄在獄在獄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16 歲歲歲歲 4 2 3 4 6 7 27 26 22 

17 歲歲歲歲 6 4 5 3 2 9 32 32 32 

18 歲歲歲歲 2 2 5 9 5 3 37 31 31 

19 歲歲歲歲 3 7 6 6 2 4 34 34 38 

20 歲歲歲歲 4 3 9 1 4 3 44 38 42 

21 歲歲歲歲 5 5 3 7 8 7 39 37 33 

22 歲歲歲歲 4 6 7 6 5 8 45 48 47 

23 歲歲歲歲 4 6 4 2 3 4 33 36 33 

24 歲歲歲歲 2 4 5 8 3 7 34 31 34 

25 歲歲歲歲 5 2 4 6 3 7 45 40 47 

26 歲歲歲歲 9 4 4 7 6 7 50 41 44 

27 歲歲歲歲 8 5 4 8 6 8 42 39 38 

28 歲歲歲歲 5 3 7 4 3 8 52 45 49 

29 歲歲歲歲 6 5 6 4 10 3 35 39 33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67 58 72 75 66 85 549 517 52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監獄提供澳門監獄提供澳門監獄提供澳門監獄提供，，，，2004-2006 

 

2003年至 2005年，澳門監獄 16-29歲在獄人數由 2003年的 549人下降至 2004

的 517 人，再回升至 2005 年的 523 人。 

     

進入監獄方面，由 2003 年的 67 人下降至 2004 的 58 人，再回升至 2005 年的

72 人。而離開監獄方面，亦由 2003 年的 75 人下降至 2004 的 66 人，再回升至

2005 年的 85 人。 

 

 

 

 

圖七十二：澳門監獄 16-29 歲人數變化(2003-2005) 

 

 

 

 

圖七十二：澳門監獄16-29歲人數變化(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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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4d：：：：澳門監獄澳門監獄澳門監獄澳門監獄 16-29 歲歲歲歲男女男女男女男女人數變化人數變化人數變化人數變化（（（（2003-2005）））） 

    

 
進獄進獄進獄進獄 離獄離獄離獄離獄 在獄在獄在獄在獄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59 52 68 55 56 77 490 475 486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8 6 4 20 10 8 59 42 37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監獄提供澳門監獄提供澳門監獄提供澳門監獄提供，，，，2004-2006。。。。 

 

2003 年至 2005 年，澳門監獄 16-29 歲男性在獄人數由 2003 年的 490 人下降

至 2004 的 475 人，再回升至 2005 年的 486 人。 

     

男性進入監獄方面，由 2003 年的 59 人下降至 2004 的 52 人，再回升至 2005

年的 68 人。而男性離開監獄方面，三年間每年均有上升的趨勢，由 2003 年的

55 人上升至 2005 年的 77 人。 

 

2003 年至 2005 年，澳門監獄 16-29 歲女性在獄人數三年間均持續下降，由

2003 年的 59 人下降至 2005 的 37 人。 

     

女性進入監獄方面三年間均持續下降，由 2003 年的 8 人下降至 2005 的 4 人，

而女性離開監獄方面，三年間亦均持續下降的趨勢，由 2003 年的 20 人下降至

2005 年的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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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教育觀念 

 

表表表表 8.1：：：：13-29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的教育觀念的教育觀念的教育觀念的教育觀念（（（（2005-2006））））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 

2005 

(N=1285) 

2006 

(N=982) 

學校的教育對個人成長有幫助學校的教育對個人成長有幫助學校的教育對個人成長有幫助學校的教育對個人成長有幫助 84.2 85.8 

整體澳門人的知識水平很低整體澳門人的知識水平很低整體澳門人的知識水平很低整體澳門人的知識水平很低
（（（（1））））

 46.5 37.2 

學歷不會影響一個人的前途學歷不會影響一個人的前途學歷不會影響一個人的前途學歷不會影響一個人的前途
（（（（1））））

 28.1 24.2 

人應該活到老人應該活到老人應該活到老人應該活到老，，，，學到老學到老學到老學到老 89.5 88.4 

澳門教育制度並不全面澳門教育制度並不全面澳門教育制度並不全面澳門教育制度並不全面
（（（（1））））

 68.7 60.0 

你支持澳門之十年義務教育你支持澳門之十年義務教育你支持澳門之十年義務教育你支持澳門之十年義務教育 87.2 85.6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2005-2006。。。。 

註：（1）為反向題目。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在教育價值觀

上，只有「學校的教育對個人成長有幫助」的同意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84.2%上

升至 2006 年的 85.8%，而其餘五項的同意百分比都是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

的是「整體澳門人的知識水平很低」，下降了 9.3%。 

 

在反向題目中，三項的同意百分比都呈下降，其中以「澳門教育制度並不全

面」的下降幅度最大，達 8.7%，而「學歷不會影響一個人的前途」的下降幅度

最小，達 3.9%。 

 

 

 

 

 

圖七十三：13-29 歲青年的教育觀念(2005-2006) 

圖七十三：13-29歲青年的教育觀念(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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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就業價值觀 
表表表表 8.2：：：：13-29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的就業價值觀的就業價值觀的就業價值觀的就業價值觀（（（（2005-2006））））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 

2005 

(N=1285) 

2006 

(N=982) 

當擇業當擇業當擇業當擇業時時時時，，，，第一個考慮因素是工作薪酬第一個考慮因素是工作薪酬第一個考慮因素是工作薪酬第一個考慮因素是工作薪酬
（（（（1））））

 59.8 60.0 

你清楚自己現時你清楚自己現時你清楚自己現時你清楚自己現時/將來的職業取向將來的職業取向將來的職業取向將來的職業取向 57.8 50.3 

本澳就業巿場充滿機會本澳就業巿場充滿機會本澳就業巿場充滿機會本澳就業巿場充滿機會 63.0 52.0 

擁有一份工作才是有價值的人擁有一份工作才是有價值的人擁有一份工作才是有價值的人擁有一份工作才是有價值的人 60.3 62.4 

個人專長不足以影響你選擇一份職業個人專長不足以影響你選擇一份職業個人專長不足以影響你選擇一份職業個人專長不足以影響你選擇一份職業 40.9 44.2 

工作滿足感比薪酬重要工作滿足感比薪酬重要工作滿足感比薪酬重要工作滿足感比薪酬重要 63.7 69.1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2005-2006。。。。 

註：（1）為反向題目。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在就業價值觀

上，除「本澳就業市場充滿機會」和「你清楚自己現時/將來的職業取向」分別

下降 11.0%和 7.5%之外，其他四項的同意百分比都是上升，而上升幅度介乎

0.2%(「當擇業時，第一考慮因素是工作薪酬」)至 5.4%(「工作滿足感比薪酬重

要」)。 

在「當擇業時，第一個考慮因素是工作薪酬」反向題目中，同意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59.8%上升至 2006 年的 60.0%。 

 

 

 

 

 

 

 

圖七十四：13-29 歲青年的就業價值觀(2005-2006) 

 

 

 

 

 

 

 

圖七十四：13-29歲青年的就業價值觀(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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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婚姻與性觀念 
 

表表表表 8.3：：：：13-29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對婚姻與性的觀念對婚姻與性的觀念對婚姻與性的觀念對婚姻與性的觀念（（（（2005-2006））））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接受百分比接受百分比接受百分比接受百分比 

2005 

(N=1701) 

2006 

(N=1227) 

中學生談戀愛中學生談戀愛中學生談戀愛中學生談戀愛 92.2 91.4 

從一而終的愛情觀從一而終的愛情觀從一而終的愛情觀從一而終的愛情觀 90.3 86.0 

一腳踏兩船或多船一腳踏兩船或多船一腳踏兩船或多船一腳踏兩船或多船 18.3 13.1 

婚前性行為婚前性行為婚前性行為婚前性行為 75.4 63.1 

同居同居同居同居 83.9 82.5 

多於一個以上的性伴侶多於一個以上的性伴侶多於一個以上的性伴侶多於一個以上的性伴侶 20.6 16.4 

婚外情婚外情婚外情婚外情 10.1 7.5 

避孕避孕避孕避孕 90.5 79.5 

一夜情一夜情一夜情一夜情 29.9 23.2 

伴侶因濫交而患上愛滋病伴侶因濫交而患上愛滋病伴侶因濫交而患上愛滋病伴侶因濫交而患上愛滋病 5.8 6.5 

他人因濫交而患上愛滋病他人因濫交而患上愛滋病他人因濫交而患上愛滋病他人因濫交而患上愛滋病 14.3 12.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2005-2006。。。。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婚姻與性觀念在

兩年間，除「伴侶因濫交而患上愛滋病」的接受百分由 2005 年 5.8%上升至 6.5%，

其餘十項的接受百分比都是下降，其中幅度最大的是「婚前性行為」，下降了

12.3%，幅度最小的為「中學生談戀愛」，下降了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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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五：13-29 歲青年對婚姻與性的觀念(2005-2006) 

 

 

 

 

 

 

 

 

 

 

 

 

 

 

 

 

 

圖七十五：13-29歲青年對婚姻與性的觀念(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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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人生價值觀 

 

表表表表 8.4：：：：13-29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的人生價值觀的人生價值觀的人生價值觀的人生價值觀（（（（2004-2006）））） 

 

問問問問題題題題 

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 

2004 

(N=624) 

2005 

(N=1285) 

2006 

(N=982) 

人生有目標才會有成就人生有目標才會有成就人生有目標才會有成就人生有目標才會有成就 93.7 89.4 87.4 

你滿意目前自己的成就你滿意目前自己的成就你滿意目前自己的成就你滿意目前自己的成就 - 37.1 29.5 

人生是頹廢的人生是頹廢的人生是頹廢的人生是頹廢的
（（（（1））））

 - 10.8 10.3 

生命充滿盼望生命充滿盼望生命充滿盼望生命充滿盼望 88.2 78.0 75.2 

在學業在學業在學業在學業/事業上事業上事業上事業上，，，，你已訂立目標你已訂立目標你已訂立目標你已訂立目標 73.4 59.3 55.7 

富裕的生活才活得有價值富裕的生活才活得有價值富裕的生活才活得有價值富裕的生活才活得有價值
（（（（1））））

 25.3 44.6 42.9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2004-2006。。。。 

註：（1）為反向題目。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在人生價值觀

上，除了「富裕的生活才活得有價值」的同意百分比是先升後降，由 2004 年的

25.3 %上升至 2005 年的 44.6%，再下降至 2006 年的 42.9%，而其餘 5 項的同意

百分比都是逐年下降，其中以「在學業/事業上，你已訂立目標」的轉變最大，

同意百分比由 2004 年的 73.4%下降至 2006 年的 55.7%，下降了 17.7%。 

 

在反向題目中，除「富裕的生活才活得有價值」的同意百分比如前所述先升

後降外，「人生是頹廢的」的同意百分比下降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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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六：13-29 歲青年的人生價值觀(2004-2006) 

 

 

 

 

 

 

 

 

 

 

 

 

 

 

 

 

 

 

圖七十六：13-29歲青年的人生價值觀(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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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家庭價值觀 

 

表表表表 8.5：：：：13-29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的家庭價值觀的家庭價值觀的家庭價值觀的家庭價值觀（（（（2004-2006））））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 

2004 

(N=624) 

2005 

(N=1285) 

2006 

(N=982) 

家庭中有兄弟姊妹可以互相支持家庭中有兄弟姊妹可以互相支持家庭中有兄弟姊妹可以互相支持家庭中有兄弟姊妹可以互相支持 79.0 72.6 69.8 

父母幫你分擔困難父母幫你分擔困難父母幫你分擔困難父母幫你分擔困難 73.4 64.5 62.6 

子女供養父母的觀念已經過時子女供養父母的觀念已經過時子女供養父母的觀念已經過時子女供養父母的觀念已經過時
（（（（1））））

 - 18.3 13.5 

家庭比任何東西重要家庭比任何東西重要家庭比任何東西重要家庭比任何東西重要 87.2 77.1 74.2 

父母是保守的父母是保守的父母是保守的父母是保守的
（（（（1））））

 - 58.0 53.8 

男主外男主外男主外男主外、、、、女主內的想法是對的女主內的想法是對的女主內的想法是對的女主內的想法是對的
（（（（1））））

 15.9 20.3 18.3 

父母和子女會存在代溝父母和子女會存在代溝父母和子女會存在代溝父母和子女會存在代溝
（（（（1））））

 - 57.0 48.6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2004-2006。。。。 

註：（1）為反向題目。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在家庭價值觀

上，除「男主外，女主內想法是對的」的同意百分比是先升後降，由 2004 年的

15.9%上升至 2005 年的 20.3%，後回落至 2006 年的 18.3%，其餘六項的同意百

分比都是逐年下降，其中「家庭比任何東西重要」的跌幅最大，由 2004 年的 87.2%

下降至 2006 年的 74.2%。 

  

在四項反向題目中，除「男主外，女主內想法是對的」的同意百分比如前所

述先升後降外，其餘三項的同意百分比都是下降，其中以「父母和子女會存在代

溝」的下降幅度最大，達 8.4%；而「父母是保守的」的下降幅度最小，達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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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七：13-29 歲青年的家庭價值觀(2004-2006) 

圖七十七：13-29歲青年的家庭價值觀(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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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社會價值觀 

 

表表表表 8.6：：：：13-29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的社會價值觀的社會價值觀的社會價值觀的社會價值觀（（（（2005-2006））））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 

2005 

(N=1285) 

2006 

(N=982) 

你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你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你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你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38.9 38.5 

你滿意過去一年澳門特區政府表現你滿意過去一年澳門特區政府表現你滿意過去一年澳門特區政府表現你滿意過去一年澳門特區政府表現 58.0 45.1 

博彩業的盛行博彩業的盛行博彩業的盛行博彩業的盛行，，，，對社會帶來對社會帶來對社會帶來對社會帶來 

負面影響負面影響負面影響負面影響
（（（（1））））

 
51.0 56.5 

身為澳門一份子身為澳門一份子身為澳門一份子身為澳門一份子，，，，你感到自豪你感到自豪你感到自豪你感到自豪 59.1 57.5 

對於澳門未來的發展對於澳門未來的發展對於澳門未來的發展對於澳門未來的發展，，，，你感到你感到你感到你感到 

無信心無信心無信心無信心
（（（（1））））

 
19.3 24.2 

澳門特區政府重視巿民的意見澳門特區政府重視巿民的意見澳門特區政府重視巿民的意見澳門特區政府重視巿民的意見 36.5 34.1 

博彩業的盛行博彩業的盛行博彩業的盛行博彩業的盛行，，，，有助拓展本澳經濟有助拓展本澳經濟有助拓展本澳經濟有助拓展本澳經濟 81.8 71.1 

你對澳門社會有歸屬感你對澳門社會有歸屬感你對澳門社會有歸屬感你對澳門社會有歸屬感 62.6 58.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聖公會聖公會聖公會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澳門社會服務處澳門社會服務處澳門社會服務處，，，，2005-2006。。。。 

註：（1）為反向題目。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在社會價值觀

上，只有反向問題的「博彩業盛行，對社會帶來負面影響」和「對於澳門未來的

發展，你感到無信心」兩項同意百分比上升，兩者在 2006 年分別增加了 5.5%和

4.9%。 

 

而其餘六項的同意百分比都是下降。其中轉變最大的是「你滿意過去一年澳

門特區政府的表現」，同意百分比在兩年間下跌了 12.9%，另外，「你積極參與社

會事務」的同意百分比轉變最少，兩年間只下降了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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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八：13-29 歲青年的社會價值觀(2005-2006) 

 

 

 

 

 

 

 

 

 

 

 

 

 

 

 

 

 

 

 

 

 

 

 

 

 

 

 

 

 

 

 

 

圖七十八：13-29歲青年的社會價值觀(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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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青年與父母觀念比較 
 

表表表表 8.7：：：：13-29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與父母觀念的比較與父母觀念的比較與父母觀念的比較與父母觀念的比較（（（（2005-2006））））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相同百分比相同百分比相同百分比相同百分比 

2005 

(N=1285) 

2006 

(N=982) 

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在人生觀念方面在人生觀念方面在人生觀念方面在人生觀念方面，，，，你認為你認為你認為你認為

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 
33.9 33.0 

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在家庭觀念方面在家庭觀念方面在家庭觀念方面在家庭觀念方面，，，，你認為你認為你認為你認為

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 
50.5 43.1 

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在社會觀念方面在社會觀念方面在社會觀念方面在社會觀念方面，，，，你認你認你認你認為為為為

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 
34.0 34.9 

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在教育觀念方面在教育觀念方面在教育觀念方面在教育觀念方面，，，，你認為你認為你認為你認為

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 
45.0 41.5 

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在就業觀念方面在就業觀念方面在就業觀念方面在就業觀念方面，，，，你認為你認為你認為你認為

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 
38.3 35.7 

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在婚姻觀念方面在婚姻觀念方面在婚姻觀念方面在婚姻觀念方面，，，，你認為你認為你認為你認為

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 
36.7 28.0 

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在性觀念方面在性觀念方面在性觀念方面在性觀念方面，，，，你認為自你認為自你認為自你認為自

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 
20.3 18.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2005-2006。。。。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在兩年間青年與

父母的觀念比較上，除了「整體來說，在社會觀念方面，你認為自己在此方面的

觀念與父母相同」的相同百分比上升外，由 2005 年的 34.0%上升至 2006 年的

34.9%外，其餘的六項的相同百分比都是下降。 

 

而其餘的六項的相同百分比，以「整體來說，在婚姻觀念方面，你認為自己

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 」的下降幅度最大，有 8.7%；另外，以「整體來說，

在人生觀念方面，你認為自己在此方面的觀念與父母相同」的相同百分比下降幅

度最小，只有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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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九：13-29 歲青年與父母觀念的比較(2005-2006) 

 

 

 

 

 

 

 

 

 

 

 

 

 

 

 

 

 

 

 

 

 

 

 

 

 

 

 

 

 

 

 

 

圖七十九：13-29歲青年與父母觀念的比較(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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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宗教信仰 

 

表表表表 8.8：：：：13-29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的宗教信仰觀念的宗教信仰觀念的宗教信仰觀念的宗教信仰觀念（（（（2005-2006））））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同意百分比 

2005 

(N=1285) 

2006 

(N=982) 

有宗教信仰是迷信的表現有宗教信仰是迷信的表現有宗教信仰是迷信的表現有宗教信仰是迷信的表現
（（（（1））））

 18.1 18.4 

宗教信仰能作心靈寄託宗教信仰能作心靈寄託宗教信仰能作心靈寄託宗教信仰能作心靈寄託 66.2 67.2 

追求宗教信仰是無聊的追求宗教信仰是無聊的追求宗教信仰是無聊的追求宗教信仰是無聊的
（（（（1））））

 15.0 15.7 

宗教信仰是導人向善的宗教信仰是導人向善的宗教信仰是導人向善的宗教信仰是導人向善的 63.0 59.5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2005-2006。。。。 

註：（1）為反向題目。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在宗教信仰觀念

上，兩年間只有「宗教信仰是導人向善的」的同意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63.0% 下

降至 2006 年的 59.5%，而其餘三項的同意百分比都是上升，其中以「宗教信仰

能作心靈寄託」的同意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66.2%上升至 2006 年的 67.2%，上升

了 1%的升幅，跌幅最大的「宗教信仰是導人向善的」，其同意百分比下降了 3.5%。 

 

在反向題目中，兩者的同意百分比都是上升，其中「有宗教信仰是迷信的表

現」的上升幅度為 0.3%，而「追求宗教信仰是無聊的」上升幅度為 0.7%。 

 

 

 

 

 

圖八十：13-29 歲青年的宗教信仰觀念(2005-2006) 

圖八十：13-29歲青年的宗教信仰觀念(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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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 

消費與生活質量消費與生活質量消費與生活質量消費與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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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住房情況 

 

 表表表表 9.1：：：：13-29 歲青年在過去一年的居住房屋類別歲青年在過去一年的居住房屋類別歲青年在過去一年的居住房屋類別歲青年在過去一年的居住房屋類別（（（（2004-2006））））  

百分比 

居住房屋類別居住房屋類別居住房屋類別居住房屋類別 
2004 

(N=1112) 

2005 

(N=1295) 

2006 

(N=1666) 

私人樓宇私人樓宇私人樓宇私人樓宇 78.7 70.7 72.7 

經濟房屋經濟房屋經濟房屋經濟房屋 18.4 22.5 20.5 

學校宿舍學校宿舍學校宿舍學校宿舍 1.0 2.1 1.3 

機構宿舍機構宿舍機構宿舍機構宿舍 1.1 0.2 0.4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0.5 3.1 3.5 

居無定所居無定所居無定所居無定所 0.3 1.4 1.6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2004；；；；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2005-2006。。。。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在被訪前的

過去一年中，最主要的居住環境是「私人樓宇」，由 2004 年的 78.7%下降至 2005 年

的 70.7%，再回升至 2006 年的 72.7%。而受訪者第二個主要居住環境是「經濟房屋」，

由 2004 年的 18.4%上升至 2005 年的 22.5%，後回落至 2006 年的 20.5%。 

 

 

 

 

圖八十一：13-29 歲青年在過去一年的居住房屋類別(2004-2006) 

 

 

 

 

 

 

 

 

 

 

 

 

 

圖八十一：13-29歲青年在過去一年的居住房屋類別(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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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零用錢）收入及來源 

 

表表表表 9.2a：：：：13-29 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收入來源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收入來源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收入來源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收入來源（（（（2004-2006））））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收入來源收入來源收入來源收入來源 

 

2004 

(N=1099) 

2005 

(N=1295) 

2006 

(N=1666) 

父母父母父母父母 63.2  66.3 59.7 

自己工作自己工作自己工作自己工作 47.4  41.7 51.9 

親屬親屬親屬親屬 9.2  10.9 10.2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5.5  5.6 3.9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3.2  5.6 3.8 

丈夫丈夫丈夫丈夫/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2.3  3.0 1.86 

政府援助政府援助政府援助政府援助 2.2  2.1 0.7 

慈善團體慈善團體慈善團體慈善團體 0.8  1.8 0.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2004；；；；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2005-2006。。。。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在被訪前

一個月的收入來源以「父母」為主，所佔的百分比由 2004 年的 63.2%上升至 2005

年的 66.3%，再下降至 2006 年的 59.7%。受訪者第二個主要收入來源為「自己

工作」，所佔的百分比由 2004 年的 47.4%下降至 2005 年的 41.7%，再回升至 2006

年的 51.9%。 

 

 

 

 

 

圖八十二：13-29 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收入來源(2004-2006) 

 

 

 

 

 

 

 

 

 

 

圖八十二：13-29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收入來源(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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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9.2b：：：：13-29 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收入及平均金額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收入及平均金額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收入及平均金額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收入及平均金額（（（（2004-2006）））） 

    

收入來源收入來源收入來源收入來源 

平均金額平均金額平均金額平均金額（（（（澳門元澳門元澳門元澳門元）））） 

2004 

(N=1099) 

2005 

(N=1295) 

2006 

(N=1666) 

父母父母父母父母 867.8 1,251.7 1,162.1 

自己工作自己工作自己工作自己工作 2,024.7 2,223.5 3,202.6 

親屬親屬親屬親屬 244.6 349.4 481.1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109.3 142.1 108.3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35.1 90.7 106.2 

丈夫丈夫丈夫丈夫/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98.5 33.9 86.1 

政府援助政府援助政府援助政府援助 32.4 20.5 12.1 

慈善團體慈善團體慈善團體慈善團體 4.0 22.4 17.4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3,416.4 4,134.2 5,175.9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2004；；；；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2005-2006。。。。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在被訪前

一個月的收入平均金額總數有上升的趨勢，其中以「自己工作」為最高，三年間

收入的平均金額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由 2004 年的 2,024.7 澳門元上升至 2006

年的 3,202.6 澳門元。受訪者第二個較高的平均金額為「父母」，由 2004 年的 867.8

澳門元上升至 2005 年的 1,251.7 澳門元，後回落至 2006 年的 1,162.1 澳門元。 

 

 

 

 

 

 

 

圖八十三：13-29 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收入及平均金額(2004-2006) 

 

 

 

 

 

 

 

 

 

 

 

圖八十三：13-29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收入及平均金額(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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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開支（數目）及比例分配 

 

表表表表 9.3：：：：13-29 歲歲歲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開支和平均金額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開支和平均金額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開支和平均金額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開支和平均金額（（（（2004-2006）））） 

百分比 

開支項目開支項目開支項目開支項目 
2004 

(N=1112) 

2005 

(N=1295) 

2006 

(N=1666) 

飲食飲食飲食飲食 473.8 400.7 504.4 

個人娛樂個人娛樂個人娛樂個人娛樂 317.6 270.3 366.0 

衣服衣服衣服衣服 198.6 201.4 266.1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 165.7 123.3 160.5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26.1 37.6 34.2 

學業學業學業學業 110.4 209.2 146.4 

供養父母供養父母供養父母供養父母/親人親人親人親人 351.2 413.6 561.2 

居住居住居住居住 200.3 155.8 253.1 

捐款捐款捐款捐款 5.9 32.0 15.2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48.6 78.8 150.4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898.2 1,922.7 2,457.5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2004；；；；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2005-2006。。。。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在受訪前

過去一個月的平均個人開支，三年間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由 2004 年的 1,898.2

澳門元上升至 2006 年的 2,457.5 澳門元，增加了 559.3 澳門元。三年間各項個人

開支平均金額均以「供養父母/親人」及「飲食」兩項最多，前者上升了 210.0

澳門元，後者上升了 30.6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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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十四：13-29 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開支和平均金額(2004-2006) 

 

 

 

 

 

 

 

 

 

 

 

 

 

 

 

 

 

圖八十四：13-29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的主要開支和平均金額(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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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家庭負擔 

 

表表表表 9.4a：：：：13-29 歲青年的家庭經濟負擔需要歲青年的家庭經濟負擔需要歲青年的家庭經濟負擔需要歲青年的家庭經濟負擔需要（（（（2004-2006）））） 

百分比 

負擔家庭經濟負擔家庭經濟負擔家庭經濟負擔家庭經濟 

2004 

(N=1112) 

2005 

(N=1295) 

2006 

(N=1666) 

男男男男 女女女女 男男男男 女女女女 男男男男 女女女女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26.0 22.3 19.0 22.0 26.4 27.7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71.4 75.8 81.0 78.0 73.6 72.3 

缺虞缺虞缺虞缺虞 2.7 1.9 0.0 0.0 0.0 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2004；；；；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2005-2006。。。。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每月需要負擔家

庭經濟的男青年受訪者，由 2004 年的 26.0%下降至 2005 年的 19.0%，並於 2006

年回升至 26.4%；在女青年受訪者方面，亦同樣出現先下降後回升的現象，由

2004 年的 22.3%下降至 2005 年的 22.0%，並於 2006 年回升至 27.7%。 

 

 

 

 

 

 

圖八十五：13-29 歲青年的家庭經濟負擔需要(2004-2006) 

 

 

 

 

 

 

 

 

 

 

 

圖八十五：13-29歲青年的家庭經濟負擔需要(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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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9.4b：：：：13-29 歲青年每天最常分擔的家庭任務平均時間歲青年每天最常分擔的家庭任務平均時間歲青年每天最常分擔的家庭任務平均時間歲青年每天最常分擔的家庭任務平均時間（（（（2004-2006）））） 

      分鐘 

家庭任務家庭任務家庭任務家庭任務 
2004 

(N=1112) 

2005 

(N=1295) 

2006 

(N=1666) 

清潔家居清潔家居清潔家居清潔家居/做家務做家務做家務做家務 37.0 11.8 8.7 

進餐前後工作進餐前後工作進餐前後工作進餐前後工作 19.0 10.3 4.5 

買餸煮食買餸煮食買餸煮食買餸煮食/購物購物購物購物 16.0 8.0 5.2 

照顧弟妹照顧弟妹照顧弟妹照顧弟妹 31.0 5.7 4.8 

學業督導學業督導學業督導學業督導 26.0 6.5 4.2 

照顧父母照顧父母照顧父母照顧父母/長輩長輩長輩長輩 16.0 2.4 1.4 

家具維修家具維修家具維修家具維修 -- 1.0 0.4 

照顧子女照顧子女照顧子女照顧子女 -- 1.3 2.9 

照顧夫照顧夫照顧夫照顧夫/妻妻妻妻 -- 0.6 1.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暨青年局，，，，2004；；；；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2005-2006。。。。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受訪者每天投入

最多時間為「清潔家居/做家務」，但所投入的時間三年間有下降的趨勢，由 2004

年的 37 分鐘下降至 2006 年的 8.7 分鐘。此外，受訪者每天投入於「進餐前後工

作」、「買餸煮食/購物」、「照顧弟妹」、「學業督導」、「照顧父母/長輩」的時間，

三年間均有下降的趨勢。 

 

 

 

 

 

圖八十六：13-29 歲青年每天最常分擔的家庭任務平均時間(2004-2006) 

 

 

 

 

 

 

 

 

圖八十六：13-29歲青年每天最常分擔的家庭任務平均時間(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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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社會環境發展趨勢 

 

表表表表 10.1：：：：色情事業的發展對青年人不同層面影響的同意度色情事業的發展對青年人不同層面影響的同意度色情事業的發展對青年人不同層面影響的同意度色情事業的發展對青年人不同層面影響的同意度（（（（2005-2006））））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2005 

(N=1701) 

2006 

(N=1227) 

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長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長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長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長 79.7 77.9 

減低青少年的犯罪率減低青少年的犯罪率減低青少年的犯罪率減低青少年的犯罪率 22.1 4.2 

舒緩青少年過多的精力舒緩青少年過多的精力舒緩青少年過多的精力舒緩青少年過多的精力 34.9 24.4 

對青少年的學業造成負面的影響對青少年的學業造成負面的影響對青少年的學業造成負面的影響對青少年的學業造成負面的影響 64.6 43.7 

影響家庭關係影響家庭關係影響家庭關係影響家庭關係 51.7 63.5 

增加青少年就業率增加青少年就業率增加青少年就業率增加青少年就業率 16.0 45.4 

影響男女朋友影響男女朋友影響男女朋友影響男女朋友/婚姻關係婚姻關係婚姻關係婚姻關係 57.4 31.2 

影響工作影響工作影響工作影響工作 52.0 55.3 

導致青少年的道德價值標準下降導致青少年的道德價值標準下降導致青少年的道德價值標準下降導致青少年的道德價值標準下降 76.8 76.1 

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整體來說，，，，色情問題會為澳門帶來嚴重性的影響色情問題會為澳門帶來嚴重性的影響色情問題會為澳門帶來嚴重性的影響色情問題會為澳門帶來嚴重性的影響 68.3 66.6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2005-2006。。。。 

 

據 2005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在色情事業的發

展對青年人不同層面影響的同意度方面，「影響家庭關係」、「增加青少年就業率」

及「影響工作」三項在兩年間的同意百分比均有上升，第一項增加了 11.8%，第

二項增加了 29.4%，第三項增加了 3.3%。而其他項目的同意百分比 2006年較 2005

年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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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十七：色情事業的發展對青年人不同層面影響的同意度(2005-2006) 

 

 

 

 

 

 

 

 

 

 

 

 

 

 

 

圖八十七：色情事業的發展對青年人不同層面影響的同意度(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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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青年政策變化 

 

表表表表 10.2：：：：1988-2005 年澳門施政方針內有提及青年事務領域內容與變化年澳門施政方針內有提及青年事務領域內容與變化年澳門施政方針內有提及青年事務領域內容與變化年澳門施政方針內有提及青年事務領域內容與變化

（（（（1988-2005））））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旅遊旅遊旅遊旅遊 犯罪犯罪犯罪犯罪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優惠優惠優惠優惠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結社結社結社結社 就業就業就業就業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 
培訓培訓培訓培訓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會會會會 

外展外展外展外展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 

1988    X          

1989 X X X X X         

1990 X X X X X X X X X     

1991   X X X         

1992   X X   X  X X    

1993   X X   X X X X X   

1994   X X   X  X     

1995   X X   X  X     

1996  X X X   X  X   X  

1997  X X X   X X X   X  

1998  X X X   X  X  X X  

1999  X X X   X X X  X X  

2000  X  X   X X X  X X  

2001  X  X  X  X   X X X 

2002  X       X X  X  

2003  X  X  X  X X X  X X 

2004 X X X X  X    X    

2005 X X X X  X    X  X X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4 12 13 17 3 5 10 7 12 6 5 9 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2006 (b)，，，，頁頁頁頁 33。。。。 

註：（1）  犯罪：指預防及打擊青年犯罪/問題，包括打擊吸毒及藥物依賴、防止黑社會向學校滲透、監管不良場所。 

（2）  文化：包括認識澳門及中葡文化、對外交流。 

（3）  體育：包括參與學校體育、學界比賽、休閒、康樂及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 

（4）  優惠：包括青年咭優惠及購置房屋優惠。 

（5）  結社：包括鼓勵青年結社及與外地交流及合作。 

（6）  就業：協助初次求職及職業輔導。 

（7）  活動場地：包括活動設施，鼓勵設立青年中心。 

（8）  培訓：包括暑期課程、青年活動培訓、職業培訓、有關環境、健康教育、生活質素、預防藥物依賴及打擊

不法活動等事項的培訓、公民教育、倫理教育、法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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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員會：指青年事務委員會。 

（10） 外展輔導：包括心理輔導、失學及偏差行為青少年輔導、重返社會輔導、外展服務、強化社工及義工服務、

父母輔導、助新移民融入社會。 

 

    從 1988 年到 2005 年期間，澳門青年政策較著重於青年的體育、活動場地、

文化及犯罪等事務領域，尤其近年更著重青年的研究、就業、培訓、外展輔導等

方面；此外，澳門政府還重視以科技、旅遊等範疇帶動地區青年事務領域之發展。

顯示出澳門青年政策逐漸有前瞻性的發展。（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

2006(b)，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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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社會對青年問題重視度 

 

表表表表 10.3：：：：13-29 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歲青年認為整體社會大眾對青年問題的關注認為整體社會大眾對青年問題的關注認為整體社會大眾對青年問題的關注認為整體社會大眾對青年問題的關注/重視程度的足夠度重視程度的足夠度重視程度的足夠度重視程度的足夠度

（（（（2004-2006）））） 

百分比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2004 

(N=1000) 

2005 

(N=1007) 

2006 

(N=1016) 

非常足夠非常足夠非常足夠非常足夠 0.4 0.5 0.4 

足夠足夠足夠足夠 21.4 20.5 26.6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28.0 42.3 31.6 

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48.1 35.8 39.9 

非常不足非常不足非常不足非常不足 2.1 0.9 1.0 

拒答拒答拒答拒答/不知不知不知不知/難難難難講講講講 0.0 0.0 0.6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2004-2006 (b)。。。。 

 

據 2004 年至 2006 年間以 13-29 歲青年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在社會大眾對青

年問題關注/重視的足夠度方面，認為「足夠」及「非常足夠」的百分比出現先

下降後回升的現象，兩項百分比由 2004 年的 21.8%下降至 2005 年的 21.0%，再

於 2006 年回升至 27.0%。而認為「一般」方面，則出現先上升後回落的現象。

最後，認為「不足」及「非常不足」的百分比亦由 2004 年的 50.2%下降至 2005

年的 36.7%，再於 2006 年回升至 40.9%。 

 

 

 

 

圖八十八：13-29 歲青年認為整體社會大眾對青年問題的

關注/重視程度的足夠度(2004-2006) 

 

 

 

 

圖八十八：13-29歲青年認為整體社會大眾對青年問題的關注/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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